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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教育是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涵养幼儿劳动意识，发展幼儿劳动技能，培植幼儿劳动情感是幼儿劳动教育

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新时代学前教育的重要目标。笔者以合肥市T幼儿园为例，基于园所特有的大区角种植园开展幼儿劳

动教育实践的探究。研究初步厘清了幼儿园种植劳动教育的内涵，并基于活动观察、师幼访谈与文本分析系统呈现其主要实

践。同时，笔者从活动目标达成情况，以及幼儿、教师、家长等视角综合分析实践成效与不足。基于此，应提升成人对幼儿园种

植劳动教育幼儿主体关注度，加强对幼儿种植劳动教育的理论教研与实践关联，强化户外种植操作与室内种植教育的相关整

合，完善以幼儿为主体参与种植劳动的全实践设计，吸纳家庭社区多主体参与幼儿种植劳动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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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Early Childhood Labor Education Based on Regional
Plantation Area

—Taking T Kindergarten in Hefei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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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Cultivating children’s labor aware⁃
ness，developing their labor skills，and cultivating their labor emotions are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children’s labor education，
and they are also the important goals of China’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takes T kindergarten in Hefei city
as an example，and explores the practice of early childhood labo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special corner plantation of kindergarten. The
study initially clarified the connotation of planting labor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and presented its main practice based on activity
observation，teacher-child interviews and text analysis systems. At the same time，the researchers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effec⁃
tivenes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chievement of activity goals，as well as the perspectives of chil⁃
dren，teachers and parents. Based on this，this study proposes: to enhance the adult’s attention to the main body of kindergarten plant⁃
ing labor education，strengthen the theoretical teach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connection of kindergarten planting labor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outdoor planting operation and indoor planting education，improve the whole practice design of taking c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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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n as the main body to participate in planting labor，and attract multiple subjects such as family and comm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children’s planting labor educ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large area corner plantation; preschool labor education; planting labor

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过

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

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123-124。而作为社会主义的

当代中国更是以劳动为根基，由此劳动教育也

一以贯之于我们整个教育及社会发展的全过

程。为系统构建和突出强化社会主义劳动教

育，2020年国家相继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以及教育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纲要》）。从

意见指导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劳动教育的主

体仅涉大中小学而未明指幼儿园。那么，作为

基础教育的重要开端，幼儿园是否需要或有无

必要和可能开展劳动教育？其开展幼儿劳动教

育的价值及实践途径又是什么？为此，笔者基

于幼儿园劳动教育实际元素及幼儿具体感知与

操作的学习认知特点，以合肥市T幼儿园特有的

大区角种植园地为载体开展幼儿劳动教育主题

实践，尝试探究幼儿园开展劳动教育的价值意

义及可行途径，并深入分析思考种植劳动中的

成效不足与提升策略，以期有助于幼儿园一线

教师拓展劳动教育的实践思路。

一、幼儿园种植劳动教育的内涵体系

（一）基于马克思劳动观指导的幼儿劳动教育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人的实践活动的最基

本、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是劳动［2］。由此延伸到幼

儿的感知特点同样具有适用性，即幼儿以“劳动”

的具体实践来探知周围的世界。同时，依据埃里

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3-6岁幼儿处在对事

物充满主动探究与行动的阶段，并就实际而言，

幼儿又是十分乐意参与到劳动中的。因此，这些

都为开展幼儿劳动教育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可

能。而基于马克思劳动观的理论梳理，从价值生

产的角度看，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也正因此，《意见》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

劳动，进而把劳动教育分为生产劳动教育和非生

产劳动教育，其中非生产劳动教育包括日常生活

劳动教育和服务性劳动教育［3］。

关于劳动教育的概念，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劳动教育的探索发展，不难发现，其主要集

中为教育与生产劳动服务及社会实践的紧密结

合［4］。《教育大辞典》将劳动教育定义为:有关劳

动、生产、技术和劳动素养方面的教育。其主要

任务是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

培养学生的良好劳动习惯，使其获得工农业生产

基本知识和技能［5］4-17。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指导劳动教育实践，突出

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内涵的本质规

定。同样，即使《意见》中未提及幼儿园劳动教

育，但这为幼儿劳动教育开展的必要性又奠定了

坚实的现实依据，即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幼儿。因为，就劳动教育与幼儿劳动教育的

逻辑关系而言，后者是前者的下位概念，且作为

劳动主体的幼儿是从属于全体学生的劳动主体，

即幼儿劳动教育是劳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劳动教育是造就马克思关于全面发展的人

的重要方法。而新时代学校劳动教育更注重引

导学生正确地看待和理解劳动，尊重每一位劳动

者；更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能

运用创造性思维去实现创新［6］。可见，劳育与德

智体美四育共同构成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联合

整体。因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实现素质教

育的重要着力点，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

然路径［3］。就德育而言，劳育最主要的目的就在

于引导幼儿尊重劳动及劳动者，逐步产生人格平

等的观念；智育则可引导幼儿了解劳动内容、方

法技能，乃至劳动创造；关于体育，劳育以其固有

的实践而引发幼儿身体活动，促进身体基本动作

与机能的发展；而幼儿劳育中必须具有美的刺激

和驱动，以促进幼儿情感力量的发挥，进而落实

劳动教育［3］。同时，五育并举又是促进幼儿劳育

顺利推进的有机组成，即对劳动认知、技能、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整体把握。

（二）具有实际教育价值的幼儿园劳动教育

在教育情境中，劳动价值主要包含“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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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劳动对教育的价值”两个维度。前者指

向劳动对于人类生活的有用性及劳动的社会意

义，后者则是指劳动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

育意义［7］。幼儿园中的劳动对幼儿而言同样如

此，但是需要与五大领域课程整合推进。例如，

教师与家长以幼儿可接受的语言方式，贯穿到其

日常生活自理、劳动语言故事讲述、合作劳动与

服务、科学有效劳作、劳动成果绘画等领域活动

中，有机促进幼儿感受劳动对于自身生活的益处

及其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因此，具体到幼儿园的劳动教育，则要在把

握《意见》中劳动教育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仔细分

析幼儿在园一日生活、学习与以游戏为主的活动

中所拥有的劳动教育元素。幼儿园劳动教育是

指从社会需要以及幼儿实际出发，有目的、有计

划地在幼儿园内实施的，以培养幼儿形成良好的

劳动态度、劳动意识等劳动价值观，具备良好的

劳动素养为核心目标的教育活动。幼儿园劳动

教育是以幼儿的生活活动为主要实施途径，与游

戏活动、五大领域集体活动相互渗透［5］4-17。主要

内容包括：进餐、如厕、整理衣物等自我服务劳

动，值日、社区服务等集体服务劳动，种植、养殖

劳动，师幼合作的手工劳动，自主的游戏劳动。

显而易见，在幼儿日常生活自理与服务中，是可

以且实际中也需要劳动教育蕴含其中的。因为，

如果说生产劳动教育旨在引导学生明白劳动创

造财富和价值，日常生活劳动教育则旨在培养学

生适应社会的生存能力和自理能力，而服务性劳

动教育则旨在塑造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

神［3］。简言之，劳动教育具有立德、益智、健体、育

美等较为全面的教育功能［7］。

对于幼儿，首先需要劳动教育辅助其不断形

成一定的生存和自理能力，而这在初离家庭步入

幼儿园后的集体生活中，又是其迫切需要并且完

全有助于幼小衔接及其今后的独立生存的。其

次，诸如简单的种植、环创等适宜于幼儿可感可

操的生产劳动，有助于幼儿能够直观感知并初步

体验到自身劳动所产生的珍贵财富。当然这需

要在教师的引导感染下，幼儿的“财富”认知与体

验才会逐步加强。此外，在幼儿园的用餐、午睡、

合作游戏中也都包含着幼儿可为他人服务的劳

动机会，这也是幼儿社会领域教育中人际交往与

社会适应的重要内容。

（三）贴合幼儿兴趣与感知方式的种植劳动

教育

虞永平教授曾指出：“种植活动是幼儿园常

见的一种活动形式，是幼儿与植物、泥土、水以及

各类工具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幼儿加深对植物

的生长发展过程以及植物与泥土、阳光、空气及

水等要素相互关系的认识的过程。”［8］在幼儿园

中，种植活动主要集中在廊道与室内自然角及户

外种植园地。幼儿园种植园地是指幼儿园在户

外专门开辟的、有一定面积的、整块的特定场地，

是供幼儿在室外专门种植蔬菜、瓜果及粮食作物

的场所［9］2。因此，具体到幼儿园种植劳动教育，

则是指在幼儿园廊道与室内自然角及户外种植

园地，教师通过系统的教育设计有目的、有计划

地组织幼儿开展一系列的种植、管理与收获等劳

动活动，以引发幼儿对泥土、水、劳动工具与植物

生长过程及其属性的初步认知与体验，并促进幼

儿获得一定的生活自理与服务能力。

裴斯泰洛齐认为，最伟大的教育来自于生

活，主张教育要和劳动融为一体，劳动是儿童发

展体力、智力和道德能力的重要手段［10］。种植劳

动与幼儿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是幼儿认知经验范

围内且较易熟悉的活动。幼儿园种植园地中的

自然性种植活动，其本身也是幼儿在园感兴趣且

在家庭中较难接触到的内容，其中种植劳作、浇

水除草、观察收获等实践，也是符合幼儿直接感

知、亲身体验和实际操作的感知特点的学习方

式。种植劳育是幼儿园重要的劳育，与其他形式

劳育相同，都是以幼儿发展与兴趣需要为主体。

教师通过环创形成具体情境引导幼儿主动参与

劳动实践，并需与幼儿集体服务、游戏等其他形

式劳动教育相融合，共同促使其劳动教育诸内容

的逐渐习得。但相比而言，种植劳动教育又有其

相应特点与要求。

第一，突出自然性。幼儿园种植活动的核心

价值是满足幼儿亲近大自然的需要［8］，因而种植

劳动教育具有很强的自然性，可增加幼儿与自然

亲密接触的机会。同时，天然的种植区能够赋予

种植劳动教育天然的情境性，教师无需人为创设

情境即可开展教育活动。这些在幼儿自我与集

体服务等劳动教育中则并不显著。这就需要幼

49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第5期

儿园必须创设必要的自然种植区，提供给幼儿可

与泥土、植物等互动的自然劳动环境，并在教育

活动中保障其自然性。

第二，强调科学性。种植劳动相较其他劳动

要更突显科学性和有序性。因为植物有效生长

必须基于科学的生命节律与自然气候，而这也是

二十节气所遵循的自然法则。这需要师幼一道

在与植物生长所需自然条件互动的基础上，严格

有序开展选种、播种、浇水、管理等种植程序才能

完成的劳动。以浇水为例，浇水时机、水量、频

率、方法等要依据种子特点、播种方式、土质气候

等诸多要素，而非任意大量浇灌。

第三，注重操作性。操作性与科学性紧密

相关，面对这一系列种植程序，幼儿必须真实参

与并具体操作，才有可能直观了解种植劳动。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室内户外都应尽可能给予

幼儿独立操作与同伴互助的机会，并允许其出

错。如此，幼儿才有可能在操作中知道，为何科

学种植及其劳动不易，也才有机会与泥土、植物

等互动。

第四，关注变化性。种植劳动教育的内容之

一是引导幼儿能够观察到植物的生长变化。但

植物生长需要一定的周期，若时间过于漫长且变

化性较小的植物往往不易吸引幼儿持久观察。

因此，幼儿园应选择变化性较强且生长周期较短

的植物，便于幼儿能有效观察捕捉不同时间（季

节）植物的生长变化，从中感受劳动带来的收获。

二、大区角种植园开展幼儿劳动教育的

主题实践

巫秋云等人认为，幼儿园种植课程是指教

师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社会发展要求，

主要通过种植园地实施，利用各种教育情境，选

择适合幼儿发展的教育内容，通过多种方式对

幼儿身心施加影响，使其获得有益经验的课

程［11］。同时，其在种植课程关键经验中集中阐

明认知、技能与情感的三方面经验：植物、生态

的认知经验；观察、劳动操作、问题解决、团体合

作等技能经验；主动性、劳动情感、成就感与自

信、责任感、大自然情感等情感态度经验。基于

此，T幼儿园以幼儿为主体，从主题环创、教育活

动、劳动实践与社会活动等方面开展种植劳动

主题实践。

（一）以二十四节气与园域种植特色为主题

的环境创设

二十四节气是以太阳运行周期来反映气候

和物候变化，掌握指导农事季节的计时工具，是

中国农民展开农业种植劳动活动的重要指针。

基于种植劳动教育的自然性与科学性特点，幼儿

园利用走廊的空间区域，采用吊饰的环创方式，

按照时间顺序分块，依次立体呈现二十节气内

容。师幼在每一节气吊饰物中以显著的文字标

明，并用其特有的时节环境物、植物果实加以装

饰。这便于幼儿直观地初步感知不同节气的相

应特点及四季的鲜明变化，也便于师幼逐步加深

对节气与农事种植的认识。

同时，幼儿园结合自身种植园地中的蔬菜植

物、所处地域特有的葡萄种植特色，在班级活动

室、墙面及主要区域围绕相应植物的生长探索创

设主题环境，并在室内走廊区角创设葡萄等水果

植物的活动区环境，以利于幼儿在有趣的自主游

戏中加深对当地水果蔬菜等植物的认知。此外，

T幼儿园户外种植规划总面积约为1300平米，其

中集中开辟出可供12个班级同时种植的活动园

地，面积约为168平米（每个班级14平米）；并在

园地周边辅助创设成块的泥草地及活动场地，面

积约为1000平米。从而形成幼儿园所特有的大

区角种植园地，构成不同于一般园所（指场地）的

种植特色。这为幼儿园开展种植劳动教育奠定

重要的物质基础，便于还原种植劳动的真实场

景，给幼儿可与泥土接触、与多样植物互动、运用

简易劳动工具的机会，是对种植劳动自然性的基

础保障，否则只能是空谈。

（二）以探究植物生长与属性为主线的主题

式教育活动

因受疫情影响，T幼儿园植园地的种植主要

集中在年中开始，同时该新办园以青年教师为主

且普遍缺乏种植经验与技能。为此，在活动之初

主要是由所在镇的某产业园联合会辅助种植与

维护。根据地域种植因素，该园在种植园地按照

年龄班划分地块种植了可食用类植物：2020年6

月种植了玉米、红薯、芝麻、毛豆、豆角、黄瓜、小

青菜、葫芦，7月种植了蚕豆、小青菜、大白菜、香

菜、白萝卜、胡萝卜、菠菜、生菜、蒜苗。幼儿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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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形态强调“主题式”学习和“整合式”学习，以促

进幼儿获得完整的、全面的生活经验和学习经

验［12］。基于此，幼儿园小、中、大共6个班级根据

主题目标与五大领域，开展了以探究种植物生长

变化、属性价值为主线的主题式教育活动。

在此过程中，师幼充分利用种植区的自然

性及其劳动教育天然情境性与变化性等特点，

围绕植物的种植方法、生长环境、变化过程、物

体属性、作用价值等主题，展开观察、讨论、探

究、游戏等学习活动。一方面，教师结合户外种

植园地植物自然生长的活环境，在日常户外自

由活动环节与集体教学时间，定期组织幼儿对

具体作物生长情况展开整体与细致观察；另一

方面，师幼充分利用室内廊道自然种植角、班级

活动室、主题墙面、区域等活动环境，进行随机

与集中的种植劳动教学绘画等游戏活动，引导

幼儿主动学习，探究植物种植、管理、收获、食用

与珍惜，以及服务于他人等劳动教育内容。值

得一提的是，幼儿园所有种植活动中都采用真

实的植物素材与活动方式，以保障劳动教育的

真实性与操作性。

（三）以幼儿为主体的秋季植物采摘与重阳

送爱心活动

陶行知提出，通过劳动教育，能够培养与教

育学生的动手能力、自立能力，并且让学生从劳

动中获得事物的科学真理，并了解到劳动者的辛

劳喜乐。而种植劳动教育最关键的是提供给幼

儿参与实际劳动的机会和环境，幼儿才能以动

手、动脑来实际感知、探究与体验种植劳动的具

体过程和收获的喜悦，并且在劳作中发现、思考

与尝试解决问题，进而初步意识到劳动的生产价

值并能逐渐珍惜粮食。

为此，基于种植劳动教育的生活性与操作

性，T幼儿园创设了具有劳动意蕴的“渔樵耕读”

系列特色活动。在9月中、下旬集中组织了中、

大班幼儿进行种植园地的收获劳动，包括“金秋

时节，玉米飘香”劳动实践活动和“快乐采摘，收

获喜悦”秋季采摘活动（芝麻、毛豆、豆角）。活

动前，幼儿参与讨论采摘对象与劳动方法，并确

定合作小组与劳动分工。活动中，幼儿可在采

摘区自主收获植物，并与同伴自由讨论解决问

题和组合处理果实，并在教师引导下协助食堂

烹饪。活动后，幼儿可以品尝自己收获的食物，

并可带部分回家。同时，幼儿间相互交流采摘

劳动体验，并在教师引导下开展主题绘画与游

戏等活动。此外，为增进幼儿与社区的联系及

社会服务意识与责任感，培养幼儿敬老助人的

品质，体验奉献互助带来的快乐，幼儿园于重阳

节组织幼儿走进社区，携种植园地的新鲜蔬菜

看望孤寡老人。

三、幼儿园种植劳动教育的实践成效与

不足

（一）成效

1.初步了解植物生长、管理与收获等劳动的

基本知识

因生活经验的缺乏与认知水平的不足，幼儿

普遍缺乏对种植劳动的直观认识，尤其刚入园的

小班更是知之甚少。为此，在主题活动中教师引

导幼儿观察种植园地中的蔬菜作物，察看其各主

要生长阶段的不同形态，并在不同阶段分步骤向

幼儿讲解示范其播种育苗、浇水施肥、生长护理、

收获食用等劳动所需。各年龄班教师在有序运

用户外种植园地的同时，充分挖掘室内主题活动

直观化的教育元素。由此，师幼也能逐步参与并

通过操作具体可视化的种植劳动材料，不断扩充

自身有关植物生长、管理与收获等劳动的初步感

知，初步了解诸如青菜、萝卜、玉米等蔬菜农作物

的生长环境与变化形态。此外，通过走近活环境

仔细观察，幼儿与其同伴会逐渐寻找到植物的变

化亮点和疑惑之处，随之他们就会对此展开讨

论，而这些都在无形中促使幼儿增进了对种植劳

动的部分经验。

2.在师幼、同伴合作的基础上能参与简单的

种植劳动

在幼儿园中，教师利用种植园地与室内主题

活动为幼儿提供动手操作的真实环境，是开展幼

儿劳动教育的必备基础。在诸如中班《青菜进行

曲》、大班《蚕豆来啦》等主题活动以及秋季采摘

活动中，教师会引导相应班级幼儿（以中大班幼

儿为主）参与青菜等种植、拔草、养护、收割等简

单的劳动。在专业种植团队的指导、幼儿园教师

的带领下，幼儿在种植劳动中经历了从充满新奇

疑惑，到“无所适从”，到合作互助，再到简单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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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操作等不同的阶段。

以青菜种植为例，幼儿从菜种播下到发出

青芽后发出的第一声尖叫，表现出的就是对种

植劳动成果的惊喜好奇；接下来是对青菜生长

维护所表现出的不知所措，这时师幼开始合作

采摘密集处的青菜，留出空间便于青菜的有效

生长；在师幼及同伴一起种植护理的过程中，中

大班幼儿可逐渐独立采摘个头较大的青菜，并

清洗以供食用。当然，在此之中幼儿会遇到“怎

样把青菜摘出”“用什么工具去掉坏的脏的东

西”“弄好的青菜要放到哪里”等问题，幼儿会主

动提问教师，并且同伴间能够相互询问、讨论、

合作解决。

3.在种植劳动活动中能初步感受到劳动的辛

苦与趣味

劳动教育相较于德智体美诸育的不同点之

一，是有可能促使儿童在劳动实践中亲身体验到

劳作的不易与艰辛。因此，师幼共同在T幼儿园

种植园地的护理采摘中首先感受到的便是劳动

的不易，如种植护理中因缺乏经验或方法不当都

易导致部分种植失败。此时幼儿较多充满失望

无助，而对成活蔬菜的生长则会表现出极大的期

待与关注。研究发现，在生长过程中幼儿最先会

表现出较强的兴趣，期待植物尽快生长并有明显

变化，对变化较小的植物生长阶段则会表现出兴

趣降低。当植物生长成熟可以采摘收获时，幼儿

会很兴奋地参与劳动并在其中表现出很强的专

注性，如阳光照射面部流汗时也可以坚持摘豆并

流露开心的笑容。同时，在劳动中因操作不易，

可明显观察到部分幼儿会表现出不耐烦的情

绪。另外，幼儿对于和教师同伴合作收获的青

菜、毛豆等植物，将其运用到幼儿园的午餐中或

带回家等，都会表现出明显的收获趣味，且在食

用时也会尽可能吃完。

（二）不足

1.教师对幼儿种植劳动教育主题内涵缺乏深

度理解

劳动教育在我国学校教育中一直存有，并且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更是日益重视劳动教

育在儿童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这也是马克思劳动

教育思想的核心。当前劳动教育更是在大中小

学全面铺开，幼儿园也在行动。但相比而言，幼

儿园教师对于劳动教育的重视、理解度相较其他

诸育要低。加之普遍年轻化的幼儿园教师本身

对种植劳作也缺乏接触和了解，以致教师对幼

儿、种植、劳动、教育间的关联和主题内涵缺乏深

度理解。

就此四者关联而言，劳动既是主题内容，又

是实践方式，种植是其具体载体，教育是活动目

的，幼儿是关键主体。即种植劳动教育的核心指

向是基于幼儿且围绕种植，尽可能适宜地引发幼

儿与劳动的相互作用，获得劳动感知、情感体验

及自我服务等能力与养成习惯。但从活动初步

实践来看，教师还未能有效把握种植劳动教育的

关键，往往易集中于介绍植物生长变化而偏离劳

动主题。同时，主题活动目标的设计简单且易缺

乏年龄层次性和领域整合性。如巫秋云等人指

出，在种植课程中，关键经验“亲近大自然，珍惜

自然资源”除了能在观察类科学活动、采摘活动

中体现；还能通过美术活动、语言活动、音乐活动

等不同类型的活动目标体现［11］。

2.劳动教育解说较为偏多而种植操作过程相

对缺少

劳动教育实施的关键点是要能够组织学生

参与劳动过程，对于幼儿而言更是如此。无论是

在主题活动中，还是幼儿日常生活中，可如幼儿

游戏一般注重具体可视的操作过程。这也是对

幼儿主体地位的关照，如此才能谈及教育的形

成。相反，在具体实践中教师的教育主导有时很

明显，幼儿的整体操作性较低。例如，关于种植

劳动的主题教育环境创设、专题教育活动开展、

节日教育活动实施，其教育性元素的解说学习要

显著多于具体的种植操作过程。当然，这也受制

于幼儿阶段劳动教育开展的理论指引、园所条

件、环境气候，以及幼儿接受能力、师资力量、社

会关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更为关键的是，教师

在劳动教育中因未能全面关注幼儿主体，而易陷

入劳动教育的自我主观经验，导致未能关照幼儿

需要操作等劳动学习特点。同时，与幼儿园种植

劳动的活动准备与内容设计的多样性不足也有

关联。如二十节气实际内容涉及较少；种植以当

地常见的蔬菜为主，瓜果类等其他植物却较少，

而幼儿往往更喜欢观察葫芦开花结果等显而易

见且变化多样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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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幼儿未能系统化地主动参与种植劳动教育

全过程

因考虑到园所教师种植经验的缺乏，幼儿园

为提升种植效率且便于管理，即与园外种植专业

团队合作开发种植园地。因此，实际的种植主要

是以园外专业种植团队负责，教师、幼儿未能很

好参与其中，甚至教师都未了解和掌握相关种植

知识与技能。尤其在部分作物培土、播种、施肥

等种植劳作的关键之处，幼儿园考虑到安全和种

植效率，未能组织幼儿直接参与劳动。言下之

意，T幼儿园大区角种植园地的劳动作用并未充

分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幼儿劳动教育

的整体效果，致使幼儿无法真正参与、感知和体

验种植的全过程。同时，因园外种植人员主导，

致使幼儿在活动全程处于相对被动状态，从而影

响幼儿种植劳动探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难以

深入开展种植劳动教育主题活动。结合农村的

生长生活、参与种植的劳动经历与环境易知，种

植劳动应关注幼儿能全程观察并参与其中。如

此，儿童才能逐步了解种植的所有过程及具体操

作，更进一步了解种植劳动中的成果，并从中获

得劳动收获后的愉悦体验。

4.家长社区等多方专业力量未能有效参与园

地种植

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中，一部分

新生代幼儿园教师与农业种植逐渐相脱离，这

对T幼儿园种植劳动教育的有效开展带来一定

困难。但幼儿园之外却存在相当规模且富有劳

作经验的专业种植人员，如部分幼儿的祖辈在

进入城市前一直在农村劳动生活，或者城区的

家长也具备一定的种植经验。换言之，很大一

部分幼儿的祖辈或者父母是可以参与幼儿园的

种植劳动教育的。同时，家园合作有助于提高

幼儿与家长种植积极性和互助性，有助于有质

量地推动种植劳动教育的整体进程。据了解，T

幼儿园位于城乡结合处，所在区域中80%以上

幼儿祖辈都是还田拆迁后搬进社区的，具有丰

富的种植经验。此外，二十节气等与种植劳动

有关的主题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结合社区

等园外大环境，有助于幼儿具体参与、直观感知

种植劳动的相关内容。但因疫情影响，T幼儿园

的幼儿家长未参与指导和协助种植园的相关劳

动活动，幼儿也无法参与社区等大环境的集体

活动。

四、幼儿园种植劳动教育实践的提升策略

（一）提升成人对幼儿园种植劳动教育幼儿

主体关注度

无可厚非，幼儿园劳动教育的主体在幼儿而

非成人。田素娥指出，幼儿园劳动教育必须遵循

四个基本原则，之首便是主体性原则。这是由于

幼儿年龄小，身心发展尚不成熟，我们必须遵循

幼儿的年龄特点，进行适时适度的劳动教育［13］。

当前，劳动教育已经在幼儿园不同程度存在，这

就必须要求成人首先要提升对幼儿主体的关注

度，真切认识到幼儿与其他阶段学生以及成人劳

动综合素养的不同。换言之，教师等成人必须基

于儿童视角开展幼儿园种植劳动教育活动，这也

是幼儿园种植劳育提升的首要策略。因为真实

的种植劳动充满着复杂性，对于幼儿而言困难较

多。而当成人无意偏离幼儿主体后，在劳育中极

可能挫伤幼儿参与的积极性，以致无从谈起劳动

认知、意识与情感的形成与加深。因此，在幼儿

园种植劳育全程中，成人需要强化幼儿为主体的

研究与教育意识，坚持幼儿主体地位，实施具体

劳育，正确运用自身已有的劳育经验与思维。如

此，才有可能促使劳育在幼儿园真正存在，并可

能走的更深更远。

（二）加强对幼儿种植劳动教育的理论教研

与实践关联

马克思劳动教育观是我党始终坚持的教育

指引。对此，新时代下幼儿劳动教育首先要内化

其本质，即劳动作为人实践基本形式所蕴含的平

等内涵及其全人发展的教育思想。这是我们社

会主义发展中对教育的最基本把握。换言之，中

国学前教育中的劳动教育发展必须牢牢坚持马

克思劳动教育观这一根本指导，并以此为基础，

教研人员要提升幼儿种植劳动教育的教研水平

与质量，研习幼儿、种植、劳动、教育四者关联，了

解与其相关的思想理论，明晰其对幼儿的发展价

值。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裴斯泰洛齐劳动教

育思想，苏霍姆林斯基自然教育思想，陈鹤琴“活

教育”，生命教育理论等，都是与种植劳动教育紧

密相关的重要指导理论。但是要精选适宜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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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将其与种植实践恰当结合，使二者相互促

进，并催生新理论与新实践。

正如卢梭提出的自然教育原则，归根到底，

就是教育要服从自然的永恒法则，适应儿童天性

的发展，促进儿童身心的自然发展［14］148。这为幼

儿种植劳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缘由

幼儿园大区角种植园地正是幼儿可以走近自然、

探索生命、顺应天性的利好途径。裴斯泰洛齐劳

动教育思想中的劳动教育价值论、劳动教育过程

论及劳动教育保障论，为幼儿劳动教育的开展提

供了具体索引，是教研人员可以从中思索与实践

磨合的最佳结合点。陈鹤琴“活教育”更是指明

了大自然所具有的教育活力，有利于教师有效创

设自然种植的活环境。加之与疫情背景下紧密

契合的生命教育理论，更加清晰地指明了当前开

展幼儿园种植劳动教育的实践价值。由此，形成

从理论研习到实践思考，再到具体设计以及再反

思的动态化劳动教育研发体系。

（三）强化户外种植操作与室内种植教育的

有机整合

幼儿通过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可以培育生

态智慧，增强生态意识，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15］。显而易见，幼儿园的种植劳动教育需

基于幼儿主体，创设形成鲜明的自然性种植环

境。对此，T幼儿园在室内活动室、主题墙、自然

角都有一定种植内容的环境创设，并以此集中开

展幼儿劳动教育。但相较而言，户外种植园地及

其周边的环创与种植操作则涉及较少。而种植

是幼儿内在的需要，成人必须把种植过程交给幼

儿，不能包办代替［8］。因此，基于幼儿种植活动的

特点及其劳动教育需要的本质要求，幼儿园必须

强化户外种植操作与室内种植教育的有机整合。

即室内主题教育活动与户外种植劳作的开

展，要有机配合、相辅相成以达成动态平衡的教

育状态。教师根据主题需要灵活安排室内外种

植活动进程，例如：二十四节气主题与相应种植

活动的开展要能协同进行；室内主题环创与内容

设计多样性的变化要能与种植园地活动准备同

步跟进；植物种植、管理、收获等不同阶段的生长

变化可便于幼儿室内外同步观察。此外，种植劳

动教育活动还需整体规划与领域整合。如以特

色蔬菜为主题的种植课程，种植蔬菜与观察蔬

菜、蔬菜加工活动、绘画活动、谈话活动、音乐活

动均要规划展开，在主题教育活动、日常生活活

动、自主游戏活动时间均渗透进去，为幼儿获得

整体关键经验做准备［11］。

（四）完善以幼儿为主体参与种植劳动的全

实践设计

劳动教育的根本在于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

种植的核心也是让幼儿获得新经验。由此，回归

到幼儿劳动教育的原点，坚持以幼儿为主体参与

种植劳动是所有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

幼儿园必须完善以幼儿为主体参与种植劳动的

全实践设计。全实践是指以幼儿为活动主体，在

教师家长等引导下，全程参与种植选种、培土、播

种、浇水、日常管理、采摘收获、烹饪食用等劳动

及相应主体教育的实践。幼儿只有全程参与种

植劳动，才能与自然充分接触，才能观察到种植

的全部程序与植物变化，理解阳光及水与植物的

关系，进而知道种植劳动的不易及其对成果的珍

惜。同时，种植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也有助于深化

师幼反思及同伴合作，增进幼儿对种植劳动的整

体认识。

对此，首先涉及到的便是劳动教育的目的

设计。科学的劳动教育目标需要针对不同年龄

阶段、不同类型的儿童特点，以日常生活劳动、

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为主要内容进行搭配，

从而开展劳动教育［10］。关于幼儿园户外种植活

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科学领域指出

了各年龄段幼儿的发展目标，教研人员可据此

深入研究幼儿对种植劳动认知、技能水平与情

感态度，并做教育目标的适宜性设计。其次，种

植活动设计包含基于幼儿年龄特点进行的种类

选择、时节安排、方式设计、工具准备、场地规

划。这些都需幼儿园在与专业种植指导团队合

作中，占据主导地位，鼓励和保障幼儿参与设

计，了解吸纳幼儿的种植兴趣与需要及其劳动

创意。而在主题实践中，则要以幼儿的主体参

与为基准，给予幼儿更多劳动自主权和发言权，

并依据天气灵活开展室内外种植观察。最后在

实践评价中，更需强调幼儿的主体评价，鼓励不

同年龄段幼儿通过主题绘画、劳动成果展示、体

验交流等形式，呈现其对幼儿园种植劳动的看

法，以便于持续改进种植劳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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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吸纳家庭社区等多主体参与幼儿种植

劳动教育

家庭是幼儿生活且可以灵活参与劳动的重

要基本单元，家长的鼓励引导有助于幼儿不断增

进劳动信心、知识与技能，并且便于在社区生活

中形成可持续的劳动教育契机。而劳动教育需

要搭建一个多方协作的平台，在家庭、学校、社会

之间建立一个良好的教育链。只有建立以家庭

为基础、学校为主导、社会为依托的三方协同育

人体系，以儿童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引导儿童、帮

助儿童朝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儿童才

真正能够从劳动教育中汲取营养，劳动教育才能

真正发挥作用［10］。因此，这在幼儿种植劳动教育

中同样适用，幼儿园需要吸纳家庭社区等多主体

参与幼儿种植劳动教育。因为社会、家庭、幼儿

园是幼儿密切接触的环境，三者应当发挥合力作

用，积极宣传劳动的价值，营造符合时代发展的

社会氛围［16］。由此可见，基于保障幼儿安全的前

提，幼儿园应尽可能调动周边富有种植经验的家

长及社区服务人员，共同参与到幼儿园内园外一

体化的种植劳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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