
104 Vol. 6 No. 02 2024教育前沿

劳动教育背景下幼儿园种植活动研究
隋　璐

（青岛市李沧区奇峰路幼儿园，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在新时代环境下，将劳动教育融入幼儿园教学对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劳动教育能够帮助幼儿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培养幼儿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幼儿园应重视劳动教育，注重组织种植活动，促使幼儿亲身体验劳动过程。基于此，本文针对劳动教育

融入幼儿园种植活动的实施策略展开研究，分析了劳动教育融入幼儿园种植活动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旨在培养幼儿的

环境意识和责任感，为幼儿园开展劳动教育和种植活动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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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劳动教育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在幼儿园教学中，通过具体的劳动活动，比如种植活动，

幼儿能够亲身体验到劳动的意义和乐趣，了解植物生长的过程，

培养对自然的热爱和尊重，发展必要的生活技能和社会交往能力。

种植活动是幼儿学习社会规范、形成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途径，

对幼儿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劳动教育背景下

幼儿园种植活动的价值与实施策略，对推动幼儿教育改革、提高

幼儿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劳动教育融入幼儿园种植活动的重要价值

（一）有利于促进幼儿能力发展

劳动教育是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融入幼儿园种植

活动，能够促使幼儿各项能力发展。在认知能力方面，通过参与

种植、观察植物生长过程，幼儿能够直观地了解自然界的奥秘，

增强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在责任感培养方面，在照顾

植物的过程中，幼儿需要定期浇水、施肥、除草等，进而意识到

自己的责任，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沟通交流能力方面，幼

儿在种植活动中与同伴、老师以及家长进行沟通和协作，共同完

成任务，进而有效提升自身社交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二）有利于培养幼儿良好劳动习惯

种植活动符合幼儿活泼好动的性格，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

幼儿良好的劳动习惯。在参与种植活动中，幼儿会体会劳动的重

要价值，学会尊重劳动成果，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

才能获得丰收的喜悦。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能够影响幼儿的日常

行为，让幼儿在生活中更加珍惜劳动成果，学会感恩与付出，进

而影响他们的一生。

（三）有利于落实食育任务

食育是指通过食物和饮食相关过程的教育，培养儿童对食物

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等方面的能力。劳动教育能够有效落实食育

任务，通过组织种植蔬菜水果等活动，能够让幼儿亲身参与食物

的生产过程，了解食物的来源和营养价值，进而增强幼儿对食物

的珍惜与尊重，激发他们对健康饮食的兴趣和热情。

二、劳动教育背景下幼儿园种植活动实施策略

（一）开辟种植园地，优化劳动教育环境

在劳动教育的背景下，幼儿园种植活动是幼儿接触自然、体

验劳动乐趣、培养良好劳动习惯的重要途径。为有效开展种植活

动，幼儿园应开辟专属的种植园地，为幼儿提供种植场地，营造

良好的活动环境。只有建设种植场地，才能保障种植活动的顺利

开展。幼儿园可选择园内空地或经过改造的角落，确保能够容纳

所有幼儿参与活动，有足够的空间供植物正常生长。首先，保证

环境的自然性。自然性的环境与幼儿的天性相符合，能够增强种

植活动的趣味性。幼儿园应注重在种植环境中提供与种植任务相

关的要求，根据季节和幼儿的年龄特点，选择适合的农作物进行

种植，比如春季种植土豆、花生等，夏季种植白菜、西红柿等，

在降低种植难度的同时，能够让幼儿在劳动中学习到不同的植物

生长特点和周期。其次，落实幼儿主体原则。在设计种植环境中，

幼儿园应注重落实幼儿主体原则，立足于幼儿视角进行环境创设，

鼓励幼儿结合自己的想法布置种植区域环境。幼儿园可以邀请幼

儿与家长共同参与环境创设，参与清理杂草、平整土地、搭建围

栏等工作，让幼儿亲身体验劳动的不易和成就感。最后，做好材

料投放工作。在种植活动中，幼儿园应合理投放材料，保障材料

的数量、操作难度、高低结构等方面的适宜性，有效满足幼儿不

同需求。在工具准备方面，幼儿园需要准备一些基本的劳动工具，

如小铲子、浇水壶、手套等，确保幼儿在劳动过程中的安全和舒适。

在环境美化方面，幼儿园可在园地内设置一些提示牌，介绍农作

物的名称、生长特点等，让幼儿在劳动中学习知识。在维护管理

方面，幼儿园需定期组织幼儿进行园地的维护工作，包括除草、

浇水、施肥等，让幼儿在劳动中养成爱护环境的习惯。总之，幼

儿园应从多个方面营造种植环境，通过合理的规划和精心的准备，

为幼儿提供一个安全、有趣、富有教育意义的劳动环境，让他们

在劳动中快乐成长。

（二）组织种植活动，激发幼儿劳动意识

幼儿园种植活动不仅是传授知识的途径，更是激发幼儿劳动

意识、培养劳动技能的重要方式。为有效激发幼儿参与种植活动

的积极性，促进幼儿劳动能力发展，幼儿园应尊重幼儿主体作用，

引导幼儿自主探究，发挥幼儿能动性，有效激发幼儿劳动意识。

例如组织“种植白菜——体验劳动的乐趣”活动，该活动的主要

目标是引导幼儿了解白菜生长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如阳光、水分、

土壤和肥料等；使幼儿认识到植物种植需要付出劳动，理解劳动

的价值和意义；培养幼儿所需的劳动技能，如翻土、播种、浇水、

除草等。在种植活动中，教师应注重体现幼儿的主体地位，为幼

儿提供白菜种植相关材料，引导幼儿对白菜生长过程进行观察。

在导入环节，教师向幼儿介绍白菜的生长特点和营养价值，激发

幼儿种植白菜的兴趣，设计探究问题“你认为植物生长需要哪些

条件？”“怎样照顾好植物？”“怎样进行白菜生长的观察与记录？”

等，以引导幼儿思考并讨论。而后组织种植实践，教师示范如何

翻土、播种、浇水等，讲解每个步骤的注意事项，幼儿分组参与

实践，教师巡回指导，确保每个幼儿都能参与进来。教师将幼儿

分为各个小组，为各个小组分配任务，比如有的小组记录白菜如

何从光秃秃的样子慢慢长出叶子，有的小组负责思考如何让白菜

健康生长等。教师鼓励幼儿用记录本和笔记录白菜的生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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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和记录习惯。白菜种植活动强调幼儿的自主

参与，不仅能够激发幼儿的劳动意识，还能够培养劳动技能和观

察力，为幼儿未来成长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三）处理种植成果，掌握基本劳动技能

在劳动教育背景下，幼儿园种植活动最终成果不仅是植物的

成长与丰收，更是幼儿劳动技能的提升与生活经验的积累。在处

理种植成果过程中，教师应进一步引导幼儿在劳动过程中学习如

何收获、如何处理收获的种植成果，进而掌握基本劳动技能。“生

活即教育”的理念强调教育应与生活紧密相连，让幼儿在真实的

生活情境中学习和成长。教师应挖掘蕴藏的劳动教育契机，切实

发挥种植活动完整的劳动教育价值，让幼儿在实践中形成系统的

生活经验，增强幼儿成就感。例如在“利用收获的土豆制作美食”

活动中，教师应引导幼儿如何处理种植成果，激发幼儿创造力，

培养幼儿创新思维。在土豆收获的前一天，教师带领幼儿走进种

植园，思考需要准备哪些采摘工具，探究如何分工协作才能更好

更快地采摘土豆。幼儿发现土豆长在地下，需要工具才能挖出，

经过讨论后决定准备小铲子、手套和篮子等工具。次日，在教师

的带领下，幼儿带上工具进入种植园，分工采摘土豆，一组负责

挖土，一组负责在土中寻找土豆，一组负责将土豆放在篮子里。

土豆成熟收获后，教师可鼓励幼儿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兴趣，自主

分组并设计土豆美食的制作方案，让幼儿体验从种植到餐桌的全

过程，了解食物的营养价值。在制作土豆美食时，幼儿可能会遇

到各种挑战，如食材的搭配、口味的调整等，这些挑战为他们提

供了锻炼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机会。教师可引导幼儿思考：

“如何让土豆美食更加美味独特？”“如果缺少某种调料，我们

可以用什么来替代？”以此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鼓励他

们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案，从而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幼儿经历了

完整的种植活动过程，在真实的劳动中提升自身劳动技能。当幼

儿将土豆美食端上餐桌时，他们脸上绽放出的笑容，眼神中闪烁

的自信，都是他们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欣赏和对自己能力的肯定。

通过处理种植成果，幼儿不仅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还能够

培养出良好的创新思维，进而有效促进其发展。

（四）创新食育课堂，调动幼儿参与热情

劳动教育不能陷入机械劳动等陷阱，应坚持创新课程内容与

形式，注重优化食育课堂，在幼儿与美食文化之间建立桥梁，以

取得良好教育成果。在食育课堂中，教师不仅要传授烹饪技能还

要注重激发幼儿的参与热情，培养他们的劳动意识与创造力。教

师应注重创新与优化教学活动，引进多种教学手段，丰富幼儿学

习体验。一是“故事分享”教学，教师可将幼儿带入活动场地，

在幼儿学习制作地方美食过程中，讲述该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和

传说，让幼儿在动手实践中感受文化的魅力，增强对地方美食的

情感认同。二是“多元化素材”教学，教师为幼儿展示图片、视

频等相关素材，展示《舌尖上的中国》等视频片段、短视频平台

美食博主视频等，用视频展现美食的色香味，激发幼儿的好奇心

和探索欲，而后引导幼儿一同烹饪，让他们在期待中享受烹饪的

乐趣。三是“美食实验”教学。教师可先将制作好的成品食物分

发给幼儿，让他们通过品尝猜测用到的食材、工具和烹饪方式等，

而后再引导幼儿进行“美食实验”，激发幼儿探索新事物的勇气。

美食实验教学活动能够将种植活动成果与探索过程翻转过来，让

幼儿始终保持对课程活动的新鲜感。四是创新激励法。教师应重

视成果分享，结合幼儿劳动成果提供相应的奖励，比如制作“美

食小天才”“烹饪好助手”“饮食创意之星”等贴纸、证件，让

幼儿在食品烹饪、劳动成果分享中获得更高的成就感与幸福感；

将过程与成果的图片、视频发布到班级群里，让幼儿感受到被认

可和重视的喜悦；鼓励幼儿将自己制作的部分成品、半成品打包

带回家，与家人分享劳动成果，增进亲子关系，让家长了解幼儿

园的教育理念和活动成果。

（五）强化家校联动，提高家校配合默契

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完善需要家长与幼儿园的共同配合，只有

家长的理解和支持才能让种植活动顺利开展，让育人成果得到充

分显现。幼儿园与家庭是劳动教育中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幼儿园应强化家校联动，提高家校之间的默契程度，促使劳动教

育有效融入家庭教育。在幼儿园内，教师应为幼儿提供丰富的劳

动体验机会，比如在电饭煲蒸米饭活动中，教师应鼓励幼儿亲手

参与，经历从淘洗大米到蒸煮完成的过程，以此锻炼幼儿动手能

力，让幼儿对食物的烹饪过程建立初步认识。在家庭内，家长应

配合与支持幼儿，引导幼儿将所学技能与知识应用到实际中，比

如当幼儿体验过蒸米饭的乐趣后，家长可为幼儿提供进一步的劳

动实践机会，让幼儿共同参与晚餐准备过程，使其将幼儿园学到

的淘洗大米经验应用到清洗其他米类上，如小米、糙米等，以此

夯实幼儿劳动基础，培养幼儿举一反三能力。家长应利用好劳动

教育机会，引导幼儿将淘米水等生活废水合理利用，如用来浇花，

培养幼儿的环保意识，让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水资源的珍贵。家

长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以身作则，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向幼儿传

递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幼儿劳动意识。通过家校联动，能够凝聚

幼儿园与家长的教育力量，共同为幼儿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成长

与发展的环境，引导幼儿树立勤俭节约、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意识，

让他们在劳动中学会思考、学会实践、学会尊重。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幼儿园种植活动中渗透劳动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能够让幼儿获得种植基本技能，培养幼儿观察力、创新思维、团

队合作能力等，呵护幼儿的成长与发展。种植活动是劳动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幼儿提供了一个实践和体验的平台，让幼儿在

亲身参与和实践中学习与成长。在实施种植活动中，幼儿园应注

重开辟种植园地、组织种植活动、处理种植成果、创新食育课堂

和强化家校联动等，为幼儿提供更多的劳动实践机会，提升幼儿

园的教育质量，为幼儿未来的成长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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