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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探究城市幼儿园“农味”课程的建设价值和实践过程，总结了多家城市幼儿园

课程建设过程中的经验：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支持幼儿多种经验的拓展提升、践行自然教

育理念，实现自然教育愿景、构建完备的课程制度体系，保证课程顺利实施、以能动型教师支

持幼儿的“能动学习”，培养自主发展的儿童。当然，各园在课程建设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

题，如课程目标的制定思路有待明晰、课程资源的开发路径有待拓展、课程领导组织结构中的

文化自觉性有待加强、课程实施中的文化创新性有待提升。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行了思考：

如何在课程构思建设中以多元视角拓展思路、在课程组织管理中强化教师的课程领导力、让课

程设计实施更加具有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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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1世纪以来，为了顺应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构建

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幼儿园课程在

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随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幼儿园工作规程》的颁行，幼

儿园课程的质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幼儿园课程改革正在从

局部的小范围的改革走向整体的系统性的改革。幼儿园课程

建设是幼儿园办学之魂。具有特色的幼儿园课程能够在日常

办学和教学的过程中形成一股独特的凝聚力，展示园所文化

精神面貌。为了转变传统的、统一的园本课程，越来越多的

幼儿园开始创建属于自己的园本课程。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社会不得不面临人与自然分离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103/t20210316_519964.html
https://cnki.xntsg.top/kcms2/article/abstract?v=VKFFl0Cm57aLlzdsVji4Ry65UDyJokrRiQDREEXoqd2ehq53QSK-rtD_JNkWRClvtncG75G5dhPE2b0cpfnu_Ulwkv7lR0JPr8NTxTKXeMoygVI1xCCSo-0ek-7t5Kmhzuic8miCNOOtpWQ8a-uJB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article-identify=%E5%AD%A6%E5%89%8D%E6%95%99%E8%82%B2%E4%B8%93%E4%B8%9A%E5%B9%BC%E5%84%BF%E6%95%99%E5%B8%88%E8%81%8C%E4%B8%9A%E6%8A%80%E8%83%BD%E2%80%9C%E4%BA%94%E5%85%A8%E5%8C%96%E2%80%9D%E5%9F%B9%E5%85%BB%E6%8E%A2%E7%B4%A2%E2%80%94%E2%80%94%E5%9F%BA%E4%BA%8E%E8%81%8C%E4%B8%9A%E9%99%A2%E6%A0%A1%E6%8A%80%E8%83%BD%E5%A4%A7%E8%B5%9B%E7%9A%84%E7%BB%8F%E9%AA%8C%E4%B8%8E%E6%80%9D%E8%80%83-%E9%BB%84%E5%BF%97%E6%95%8F&file-typ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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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人类简史》写到：“智人不断进化的过程，就是

逐渐脱离自然的过程。人们生活在越来越封闭和舒适的空间，

增加了患有肥胖、注意力障碍、感知缺陷、抑郁综合征以及

其他身体和情感障碍的风险[1]。而那些受到过度保护的小数

字公民们——逐渐失去了与自发自然（森林、野生动物）和

栽培自然（田野、农场动物）接触的机会。[2]只有恢复与自

然世界之间联系、亲身体验农耕活动，幼儿才会成为具有生

态素养的变革者，懂得尊重生命，学会保护环境，热爱劳动，

珍惜粮食。可见，农耕教育是幼儿健康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

的 内 容 ， 是 实 现 “ 可 持 续 发 展 ” 的 变 革 性 范 式

(transformative paradigm)。该范式重视并维持着人类的潜力，

与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福祉有关。[3]

基于幼儿的发展需求，大量城市幼儿园在课程建设方面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遵循“教育回归自然，丰富和拓展幼儿

生活体验”的教育理念让幼儿生活在更自然、更绿色的环境

中，致力于探索劳动教育的实施路径，并取得了较好的阶段

性成果。幼儿园即使在城市，也能将“农味”孕育其中，让幼

儿感受到本土文化的独特气息与价值。[4]。根据新《纲要》

精神，笔者对 14所城市幼儿园“农味”课程文化建设的经

验进行了系统梳理。

一、“农味”课程文化建设的经验梳理

（一）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支持幼儿多种经验的拓

展提升

首先，充分利用“实验田”资源。园所富有变化的户外空

间为儿童提供了无限的探索空间。孩子们在广阔的农务区域，

如“饲养区”“种植区”以及“花草养殖区”中灵活而主动地

学习自然知识。建造庇护所、收集树枝、攀爬、种植、养殖、

发现植物群等活动可以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其次，

充分利用STEM项目活动资源、工具资源和教师资源。幼儿通

过使用工具和天然材料，如尺、铲子、温度计、培养皿等，促

进自身技能的发展。园所将大面积的种植区、养殖区与操作区

相连。在操作工具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幼儿可以更加便捷地对

操作内容进行实践，如“对种子的探索”“对作物生长产生影

响的因素”等研究，以及种植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最后，

充分利用附近高校资源和家长资源。各园会聘请高校和当地农

科专家对幼儿和教师进行课程指导与研究，围绕课程建设和

科普开展各项活动。在与高校资源融通过程中，实现了幼儿

与大学教授、大学生互动学习，生成了“教授伯伯教我种水

稻”“和大学生哥哥一起学种植”“我的实验田我做主”等

主题活动。各园也会请到从事农业的家长，请家长分享农业

技巧，成立“家长帮帮团”“家长助教团”等。此举不仅整

合教育资源，还拓宽了幼儿教育的空间。

这三种学习方式的有效结合，让幼儿在动手操作和合作交

流过程中获得直接经验。首先，幼儿获得了基本的农业常识、

更加近距离地接触科学现象、产生了对科学的兴趣，萌发了对

自然的热爱。其次，在集体的主动探索过程中，幼儿提升了合

作学习的能力。面对产生的疑问，幼儿先与同伴交流讨论。可

见，激发学习者学习兴趣与爱好的不是单纯的学习者个人学习

的接受，而是期待产生学习者相互作用的小组活动。最后，增

进了多主体的情感交流。作为课程补充，主题讲座、现场指导

和家长教授活动拓宽了幼儿的已有经验，构建了多位一体协同

育人新格局。

（二）践行自然教育理念，实现自然教育愿景

各园积极践行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教育是农业”的理念，

遵循卢梭“回归自然”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实现让幼儿走

出教室，走进实验田，走向自然的教育愿景。首先，对于孩

子们来说，爱自然应该是一种本能，开阔的自然天地对他们

有天然的吸引力。自然课程情境和农业课程资源是思想拓展

的“活源泉”，不仅能够增加幼儿关于自然的知识和经验，

培养幼儿亲近自然、热爱生活和热爱劳动的情感，还能提升

幼儿自主探究和乐于创造的能力。关于儿童自然空间的研究

表明，儿童积极参与自然环境能够会引发自信心、社交技能、

语言和沟通能力、动机和专注力、身体技能、知识和理解能

力，以及与其他户外体验相关的连锁反应[5]。而幼儿们在自

然环境中感到更舒适和自由，更愿意接近自然。其次，对于

整个社会来说，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大力

倡导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孩子是祖

国未来的接班人，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习惯如何，不仅能

够深刻影响家庭，更重要的是决定着未来社会的走向。教育

培养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新一代公民，是对儿

童早期教育需求的回应，是时代的需要[6]。

走进自然，把儿童从枯燥的教学中解放出来；走进自然，

让儿童从纪律和规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走进自然，打开儿

童的鼻子、眼睛和耳朵，放飞儿童的梦想。幼儿在自然探究

中的人、事、物发生着认知冲突，并以此建立新的经验，最

终实现自我个性化发展的目标，亲身践行“回归自然”的课

程理念。

（三）构建完备的课程制度体系，保证课程顺利实施

课程制度体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和使命的主要载体。

从四个方面探究课程制度文化特质。首先，“全面渗透”的

课程实施制度。教育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以及对园所课程文化

的理解，在促进园所可持续发展的历程中进行着有益的探索。

课程目标关注于培养健康、博爱、善于探究、富有个性的儿童

和探索城市幼儿园自然教育的真实、现场、开阔、清晰的新路

径。其次，“过程性”的课程评价制度。“档案袋评价”通

过记录幼儿“生长故事”进行课程评价，立足于幼儿发展的、

多元化主体参与的一种质性评价。此过程是延绵不绝、不断丰

富的。教师在各类活动实施中认真做观察记录和作品收集，通

https://www.baidu.com/link?url=BhBhShl5QCuUJvNa_V3gFWen416RqbfHes2NfV6pJZb8LgOlYliJPc8xHIB22iyZpekzfnove43bRwlUWwT_fq&wd=&eqid=c11bb66e00030b7a00000004668f48f9
http://www.baidu.com/link?url=3IEa7RDWdFeiO6f4szQib5sd1r2IFlcbqSz8WfJw0Hh3qlvdTSbezX2KiWKzyEkZeMDpRauEgMz4NU9RLIjEWqQWF3bID77XR8gCtIpS3Put20dmMydZOD2fAimlja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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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观察记录与作品，对幼儿的阶段性发展情况进行评价。最

后，“全方位”的课程资源采集制度。“教育资源专用室、

课程信息共享资源库、高校专家资源和家长资源”，其主体有

高校、园所、教师、家长。在收集优秀课程资源的同时，各园

所建立了优秀资源研讨、采集、使用与管理、奖励制度，使课

程资源的使用和收集更加规范化和有序化。

以上三个方面关系到园所构建课程体系的方法以及制

定培养目标的合理性等。完善的课程制度体系，以内部结构

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为基础，对课程进行研制、修订和完善，

保证课程标准适于执行和实施，较好地运用于推动和引导基

于制度标准的课程行动或课程改革。课程制度的构建是在教

育管理人员的共同探讨和不断实践中成长的。

（四）以能动型教师支持幼儿的“能动学习”，培养自

主发展的儿童

各园强调幼儿“能动学习”和培养幼儿对自然和科学的探

究能力。“能动学习”是“基于学习者的主体性参与学习者之

间能动交互作用的学习而产生的”，不同于教师的单向讲授的

教育，它是学习者主体式地参与问题解决的教学的总称，是有

效地培育“通用能力”的方法论[7]。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指向，摒弃幼儿进行形式上习得。

首先，作为“能动型教师”，各园教师会创设情境性的学习环境，

把每一块实验田基地和工作坊变成儿童探索与体验的“学习

场”，将教学内容（表 1）设计成含有丰富的、具体的和情境的

探究实践活动，同时创设多样化教学实施路径（表 2），让幼

儿获得一定的知识与通用能力，保护和支持孩子学习的积极性。

其次，教师支持幼儿掌握“自主学习能力与协同的行为方式”，

使幼儿成为出色的问题解决者并形成一种自主规划的意识。在

自主活动的过程中，幼儿可以规划自己的学习内容、学习时间

的安排，学会民主决策。

表1 教学内容

主题活动

主题活动是教师和幼儿围绕一个中心话题、形成系列有利于幼儿发展的活动。

活动内容符合幼儿发展规律和兴趣需要，能够提升幼儿经验和能力，有充足

的教育资源与主题活动相匹配。活动的开始及发展是应沿着一定的脉络，按

照一定的顺序展开。与此同时，活动主题的扩展需要儿童的不断探索和教师

观察。

领城活动

主要是根据《指南》中健康、语言、艺术、科学、社会等五个领域的蓝本课

程中延伸出来的领域性活动。领域活动主要服从于国家、地方课程目标、体

系，并符合知识本身的逻辑和幼儿心理的逻辑的实验田相关的系列活力。

生活、游戏活动
生活活动是满足幼儿生理需要，可以培养幼儿生活技。游戏活动是幼儿自主

规划、模仿和想象，创造性地反映、再现农业生活的活动。

表 2 教学实施路径

STEM项目活动

项目活动是幼儿自主选择，以小组活动或全班话动的形式，在教师支持下进

行的持续、深入的探究活动。让幼儿聚焦实验田活动中遇到的“真”问题，

在实验田情境中按照 STEM项目的推进要求，通过问题聚焦、调查分析、工

具探索、制定方案、设计实施、验证改进、展示交流等环节，进行各项目的

学习。

田地考察活动
借助约瑟夫·克奈尔的“流水学习法”，通过唤醒热情、培养专注力、直接体

验、共享感悟四步法，是帮助幼儿通向“实验田”中自然觉察的天然阶梯。

田间生活活动
帮助幼儿了解各种食材的搭配和营养，培养幼儿爱惜粮食的好习惯。引导幼

儿了解农时农事。

实验田亲子活动
有效地促进家长、幼儿、幼儿园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够更加利于取得家长

的教育支持。

二、“农味”课程文化建设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目标的制定思路有待明晰

在课程文化建设的前期，各园在农业资源教育活动的开展

过程中，其环节设计强调孩子的科学探究过程和科学知识，实

践内容比较单一，结果造成对其他领域渗透的不多。而国家要

求的幼儿园培养方针和目标是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文化渗透

要深，学习的方式要多，满足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新的学

习需求。显然，各园课程建设过程与国家关于幼儿园培养方针

的要求有差距。

（二）课程资源的开发路径有待拓展

农村的自然资源，如大片的森林、河流、湖泊等水源、

大片的农业用地等自然资源，与城市地区的自然资源形成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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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对比。仅仅挖掘一个园的土地资源实是不可取的。城市

大部分土地被用作住房、办公室和超市。要想拓展更多的教

育资源，各园应整合和利用社会资源，如附近的公园和社区，

使其成为真正靠近孩子的自然环境和安全的环境。以自然为

基础的幼儿教育将世界万物作为媒介和学习资源，利用周围

的环境作为学习的媒介，挖掘孩子的全部潜力，帮助幼儿自

由实验、探索和表达各种知识。

（三）课程领导组织结构中的文化自觉性有待加强

各园在课程文化建设规划与开发中，最先采用的是“自

上而下”的命令模式。园长下达任务，由年级组长与教研主

任分配任务。一线教师在课程领导结构中的赋权较少，造成

了教师课程自觉性较弱的结果。这样的领导结构使得教师在

课程文化建构的过程中呈被动状态，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仍停

留于课程忠实的实施者，而不是课程的领导者。在“课程信

息共享资源库”的建设过程中，教师按照园所要求定期完善

课程资源手册和幼儿快乐成长档案、设立课程文本资源电子

库、归档优秀教学资源电子文本、完善教师专业成长等。这

一列的资源库完善都是基于园所下达的工作要求，给教师带

来巨大的工作压力。并且，教师对资源库的使用大多限于应

付需要，而不是日常的补充学习。

（四）课程实施中的文化创新性有待提升

从课程实施的创新性角度出发，教师应该以发散性的思维

对课程活动进行规划，这样更符合高水平课程实施的要求。

教师为了能够保证作物的存活，要求儿童按照相应规范

进行种植。这种方法使幼儿失去一次了解作物生长和种植规

律的探索的机会，打消儿童的探索积极性。有些教师将作物

的一些折断的茎叶直接拔掉，并没有引导儿童观察植物被折

断茎叶后的生长变化。这样的“积极”做法使得儿童对于植

物生长的认知仅仅停留在植物正常生长的阶段，无法了解其

出现特殊情况下的生长变化，同时失去了一次心理成长的机

会。

教师应该更加关照儿童的年龄差异、认知差异等个体差

异。在进行农业实践活动过程中，教师为了统一课程的进度，

对能力较弱的幼儿实行“包办主义”，对其进行不断地强行

指导和干预，并且将幼儿的行为划分为对的和错的。这样不

仅使能力较为低下的幼儿无法自主进行实践探究而对教师

产生依赖，还会使得独立探究的能力止步不前。

三、“农味”课程文化建设的思考总结

第一，课程构思建设中以多元视角拓展思路。“农味”

课程文化培养了幼儿热爱自然的情感，提升了幼儿自然探究

的能力。园所要有超前意识，从多元视角拓展思路，将“传

授科学技术”和“提升科学素养”融入幼儿的田园探究活动

中，以促进幼儿实践创新、合作探究等能力的形成，主要包

括对科学的态度、兴趣和方法，以及对信息的理解和驾驭力

等。

第二，课程组织管理中强化教师的课程文化领导力。美

国课程专家兰姆博特指出，课程领导的实施是在组织团队中

进行的，是组织成员共同参与决策的过程，需要组织团队的

群策群力[8]。因此，组建高效的课程领导组织结构是激发教

师团队活力的保障。

第三，课程设计实施中更加具有创新性。各园应关注于

“培养健康、博爱、善于探究、富有个性的儿童”，重点开

发创新性的课程实施模式，探索城市幼儿园自然教育的真实、

现场、开阔、清晰的新路径，以发散性的思维开发创新性的

课程实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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