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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幼儿园劳动课程质量提升—基于种养活动的促进作用
罗　欣

（田林县定安镇中心幼儿园，广西 百色 533300）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稳步推进与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幼儿园教育中落实劳动教育越来越重要。种养活动是幼儿劳

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开展种养活动支持幼儿在接触自然、生活事物和日常现象中积累有益的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为增强幼儿综合

素养奠定基础。因此，在幼儿园劳动教育中，教师应当善于应用种养活动来丰富教育内容，让幼儿在直接感知、实际操作、亲身体验中

涵养劳动意识，提升劳动技能，培养劳动情感，进而促使幼儿实现全面发展。对此，本文以种养活动为例，深入探究农村幼儿园劳动课

程质量提升策略，以期能为其他教育者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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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

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这一重要论述强调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意

义，为新时代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幼儿园

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也明确指出，要注重劳动教育的推进，

以此来丰富幼儿的劳动技能，培养他们热爱劳动活动、尊重劳动

成果的习惯意识，促进其全面发展。可以说，积极开展劳动教育

是新时代幼儿园教育育人的重要途径，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关键一环。广大农村幼儿园教师应当关注幼儿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重点做好劳动教育工作，培养幼儿良好的劳动意识、

劳动习惯和劳动素养，引领他们体会劳动快乐、感受劳动魅力，

助力他们在未来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一、基于种养活动开展农村幼儿园劳动教育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幼儿初步了解劳动基本知识

在幼儿教育阶段，由于幼儿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对种养活

动缺乏足够的了解。为此，教师基于种养活动开展劳动教育，可

以引导幼儿在劳动过程中，观察种植区域植物不同阶段的生长状

态，而且教师也能根据植物不同的生长阶段，将植物播种、幼苗

培育、浇水施肥、日常护理、收获成果等分步骤地向幼儿进行示范。

由此，幼儿通过这种直观化教育模式，不仅能掌握一些基本的户

外种植经验，如了解一些田园植物的生长周期、变化等，不断扩

充他们已掌握的劳动生活经验。此外，在种养活动中也能拉近幼

儿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会找寻到一些劳动教育中遇到的疑惑

点，并会对此疑惑点展开探究，进而在潜移默化中促使幼儿有效

掌握一些基本的劳动知识。

（二）有利于幼儿参与简单的种养劳动

在劳动教育中，将种养活动作为教育切入点，可以向幼儿提

供比较真实的劳动教育情境，引领他们参与到比较简单的种养劳

动中。如，在实际种养活动中，教师便会引导幼儿以小组为单位

开展种植、拔草、养护、收割等简单的劳动，而且在教师专业性

指导下，幼儿可以高质量完成这些简单的劳动。例如，在青菜收

获中，教师可以引导幼儿以小组为单位对青菜进行采摘，并留出

空间供未发育成熟的青菜生长，久而久之，幼儿便可以独立采摘

成熟的青菜，并清洗食用。所以，教师通过种养活动开展劳动教育，

便于幼儿参与到一些简单的种养劳动教育中，不断提高幼儿的劳

动水平。

（三）有利于幼儿感受到种养劳动带来的快乐

劳动教育有着比较强的实践性，能够引领幼儿在相对真实的

劳动情境中体会到种植快乐。而且相关研究表明，在植物生长过

程中幼儿会拥有比较浓烈的兴趣，对不同生长阶段植物状态产生

比较浓烈的兴趣，可以引导他们主动参与到户外植物劳作中。同时，

幼儿通过开展户外种植劳作，能够使他们感受到劳动艰辛，当看

到自己经过辛勤劳作可以收获满满成果感到喜悦，尤其是与家人

共同品尝自己的收获成果的时候，这种快乐将会得到最大化的放

大。所以，教师通过开展劳动教育，有利于促使幼儿感受到种养

劳动带来的快乐。

二、基于种养活动的农村幼儿园劳动教育开展策略

（一）了解农耕文化，激发幼儿种植兴趣

农耕文化作为我国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劳作生成的风俗文化，

通过引导幼儿初步感知农耕文化，能够充分激发他们参与种养活

动的兴趣，为提高农村幼儿园劳动教育质量奠定坚实基础。所以，

在种养活动前，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以视频、图片等形式向

幼儿呈现农耕文化。比如，利用多媒体向幼儿播放朗读版本的《悯

农》，在聆听朗读版本的《悯农》过程中，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感

知农民劳动的艰辛，生成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品质。又或者，利

用多媒体以图片形式向幼儿呈现二十四节气农事的相关变化，促

使他们明白它不仅是指导农耕生产的时节体系，也是我国独有的

农耕文化。而且幼儿通过观看“二十四节气图”，背诵“二十四

节气歌”，可以认识到二十四节气也与种养活动之间的联系比较

密切。除此之外农村幼儿教师还可以利用现有的劳动资源，组织

幼儿在农忙时前往田间地头去观察以及简单参与农民伯伯的秋收

活动，由此促使他们主动参与到劳动教育中，进而促使幼儿的劳

动素养得到显著增强。

（二）合理划分种植区域，优化种养活动

在种养活动中，为了促使幼儿主动参与到劳动教育中，教师

应当根据班级对种植区域进行合理划分，或者也能根据种植小组

数量划分种植区域，以此保障每位幼儿都能参与到户外种植中。

例如，种植区域实际划分中，教师可以依据幼儿兴趣特征、认知

规律对种植区域进行优化，保障幼儿的种植激情得到充分激发。

另外，在对种植区域进行划分时，教师也要向幼儿传授一些基础

性种植知识，如，怎样的密度值是植物生长的合适值，而且种植

物不应该被其他物体遮挡阳光的照射，这对它们生长是不利的。

同时，教师和幼儿一起设计种养活动流程，并明确应当具有一定

的针对性，如幼儿可以完成合力挖坑、填埋植株、浇水等活动内容。

同时，教师还需要确保劳动内容应该是幼儿力所能及的，不能因

为任务有比较大的难度而制约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教师通过对

种植区域进行合理划分，可以使种养活动得到切实优化，进而显

著提高幼儿园劳动教育的质量。

（三）合理选择种植品种，增强幼儿种植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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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种植区域合理划分的基础上，教师可以与家长商讨应该

种植哪种类型的品种。在选择种植品种的时候，需要对本地区气

候特征、种植区域土质以及幼儿兴趣展开细致分析，根据分析结

果选择适宜的种植物，而且为了使种植物更具多样性，需要包含

蔬菜、粮食、花卉等。不同班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与之契合

的种植物，而且在种植物生长过程中，教师应当定期组织幼儿观

察农作物的生长状态，通过观察活动幼儿能对不同种植物的生长

特征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以此切实增强幼儿参与种养活动的兴趣。

例如，在种植品种选择中，有的班级会选择生长周期比较短、易

成活、植株生长过程变化大的植物，并且教师也会引导幼儿与日

常生活中常见的蔬菜瓜果进行对比，如茄子、番茄、丝瓜以及南

瓜等。另外，有的班级更倾向于选择生长周期长的种植物，如蚕

豆、红薯、花生等，便于引导幼儿观察不同阶段花、叶甚至是果

实生长状态，以此有效激发他们的观察兴趣。所以，教师借助种

养活动实施劳动教育时，应当组织幼儿对种植品种进行合理选择，

当他们选择到自己心仪的种植物，种植兴趣可以得到充分激发，

进而促使劳动教育效果得到进一步增强。

（四）融入游戏元素，增强学生综合素养

在种养活动；劳动教育中，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兴趣特征，

融入趣味性游戏元素，借助趣味游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

使其综合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显著提升。例如，教师便可以开

展“种子超市”趣味游戏，促使游戏教学与种养活动有机结合，

使得劳动教育更具趣味性，促使幼儿的认知能力、表达能力得到

进一步发展。另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幼儿园可以充分利用走廊、

大厅等区域，展示农耕文化和植物的图片，并组织看图猜植物的

游戏，引领他们根据“二十四节气歌”找到与植物生长季节相契

合的植物。这样，通过教师开展形式多样游戏活动，幼儿可以植

物种子、植物外形以及果实等产生深刻认知，从种植起步阶段就

引导幼儿对植物种子、外部形态等有一些了解，以便在后续劳动

实践中能引导幼儿高质量地开展种养活动，进而端正他们的劳动

态度。

（五）融入生活，强化劳动技能

幼儿园作为孩子们接触的第一个小社会，是他们体验、学习

和模仿的重要场所。劳动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幼儿的成长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将劳动教育融入幼儿的日常生活，不仅可以

强化他们的劳动技能，还能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对劳动的

热爱。所以，在幼儿园劳动教育过程中，我们要积极融入生活元素，

助力幼儿劳动技能以及劳动习惯的培养。具体来说首先，我们要

引导幼儿明白劳动并非触不可及，而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从早晨起床整理床铺，到餐后的洗碗、收拾餐具，再到午后的扫地、

擦桌子，这些都是劳动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结合一日活动来逐步

示范讲解，让幼儿们了解这些日常劳动的重要意义和方法技巧，

然后鼓励他们积极尝试。其次，我们可以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

去设计一些生活化的劳动活动，如可以设计“制作食物”的劳动

活动，帮助幼儿认识食物，养成珍惜食物、合理饮食的好习惯；

设计“种植植物”的劳动活动，让幼儿了解植物的生长过程，培

养他们的爱心、责任心；设计“整理书桌”的劳动活动，帮助幼

儿养成整洁健康、干净卫生的好习惯，同时让他们在日常生活劳

动中明白劳动创造美的道理，进而珍惜劳动成果，热爱劳动实践，

掌握更多劳动技能，形成良好的劳动意识与习惯。

（六）开展家园互动，培养幼儿劳动习惯

《纲要》总则中明确指出，幼儿园要注重与家庭、社会的合作，

综合利用多方教育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可以说，

在幼儿成长道路上，幼儿园和家庭是两个不可或缺的两大重要力

量。劳动教育同样需要家园之间的紧密合作。所以，我们一定要

注重和家庭之间的联合，构建家校劳动教育共同体，发挥双方合力，

共同引导幼儿树立良好的劳动品质以及劳动习惯。首先，考虑到

当前广大幼儿家长劳动教育认知情况的不同，我们一定要注重围

绕劳动教育开展及时的家庭教育指导，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本

着“线上 + 线下”双线推进原则，一方面利用家长会等契机，向

家长宣传讲解劳动教育价值和方案策略，增强他们的劳动教育能

力；另一方面可以依托 QQ、微信等互联网软件，搭建“劳动教育

家校群”分享幼儿在家和在园的劳动成果，共同制定劳动教育方

案。如可以联合家长一同开展“亲子做家务”“亲子下厨”等活动，

引导家长和幼儿一同开展家庭劳动活动，并记录和分析劳动瞬间，

营造良好的家校劳动教育协调育人氛围，共同促进幼儿劳动技能

与素养的培养。

（七）依托交流评价，展示户外种植成果

幼儿通过学习认知、参与管理、观察记录、采摘收获等系列

种养活动，不仅能体验到陈果收获的幸福感，也能树立正确的劳

动观。对此，教师便可以依托交流与评价活动，进一步加深幼儿

的劳动体验。幼儿园和班级通过组织成果展示活动，让幼儿和家

长一起来展示在田园种植的收获，对幼儿参与田园种养活动进行

表现性评价。有形的成果包括：种植中的植物和果实、对种植植

物的观察记录、描绘植物的图画和照片、用植物种子和叶片组成

的粘贴画、用自己种植的植物做成的食物等；无形的成果包括：

自编的田园种植儿歌、演唱的歌曲、舞蹈表演和小品表演等。另外，

教师也能根据种养活动举办绘画大赛，要求学生以画画的形式展

示自己的种植成果，教师则可以将他们作品张贴走廊上，组织一

日活动，并在活动中要求家长评选出比较出色的作品，以此激发

幼儿参与种养活动的积极性。

三、结语

总而言之，始于种养劳动，终于幼儿发展。农村幼儿教师在

开展劳动教育的时候，要将种养活动的教育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对此，教师可以从以下环节着手：了解农耕文化，激发幼儿种植

兴趣；合理划分种植区域，优化种养活动；合理选择种植品种，

增强幼儿种植兴趣；融入游戏元素，增强学生综合素养；开展家

园互动，培养幼儿劳动习惯；依托交流评价，展示户外种植成果，

以此激发出幼儿参与种养活动的积极性，为提高劳动教育质量奠

定坚实的基础，进而切实提高幼儿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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