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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琼 吴仪

故事要从 4 年前说起，一次
对话让我记忆犹新。教师询问幼
儿：“颜色从哪儿来？”他们指了指
美工区说：“在颜料瓶子里。”“那
颜料瓶里的颜料从哪儿来？”幼儿
想了想说：“商店里买的。”这让我
们意识到，他们远离自然太久
了。结合幼儿园非遗传承项目，
我们通过“草木染”活动让他们与
自然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草木染，顾名思义，是指用自
然中的花草树木作为染料进行上
色的一种方法，亦称植物染色。
这个听起来有些陌生的词语，其
实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散落在诗词中的栀子、茜草、苏
木、蓼蓝等都能在布料上呈现出
植物特有的颜色。当生活在现代
都市的幼儿与草木染邂逅，正是
宁波市奉化区中园幼儿园秉持的

“尚自然、展个性”办园理念的最
好诠释。

第一阶段：以空中花
园染料作物种植为起点

在草木染特色课程开展过程
中，我们以空中花园染料作物种
植为起点，创设草木染体验室操
作区、艺术作品展示区、项目活动介绍区，打造以草木染为
特色的园所环境，让幼儿沉浸式感受草木染的文化内涵。

各班打造扎染特色区域，定期开展草木染主题活动和
体验室活动，幼儿在实践操作中掌握草木染的基本制作方
法，尝试运用草木染中的传统元素结合生活进行创造性实
践设计，提升动手能力、合作意识，激发创新思维、创造能
力，在动手动脑中体验美。

每年 11 月，我们还会开展园本自然艺术创想节，幼儿
将草木染作品艺术化地在展台上呈现，身穿自己设计、扎
染、制作的礼服，自信大胆地展示草木染文创。富有仪式感
的节庆日活动增强了幼儿对草木染创作的热爱，同时培养
了幼儿对非遗文化的传承意识。

第二阶段：在试误中探索色素提取的方法

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植物都可以提取色素。从生活中常
见的红心火龙果、菠菜、南瓜、紫甘蓝开始，到干燥的洋葱
皮、石榴皮、蝶豆花、黑枸杞等。幼儿尝试各种方法，挤压、
捣砸或者煮泡，获得不同颜色的汁液，然后将汁液和入面
中，制作出造型可爱的面食，或者用汁液浸泡布料，染出漂
亮的花布。

教师提供了滤网、锤子、石臼、夹子、纱布等工具，引导
幼儿尝试提取色素的不同方法。有时，幼儿会借鉴爷爷奶
奶包饺子弄馅儿的方法，用纱布挤压火龙果，在成功获得了
红色汁液的同时，纱布也变成了粉红色。看着粉红色的纱
布，幼儿欣喜不已。探索的过程，是调动幼儿已有经验解决
问题的过程，同伴间的相互模仿、学习、分工、合作也在这个
过程中得到体现。

通过探索，幼儿逐渐了解到，不同的植物，色素提取的
方法不同；不同的染色用途，要选择的工具也不同。比如，
在制作食物时，石臼比锤子更方便好用，利于收集。幼儿在
用石臼捣凿菠菜汁的过程中，就不由感叹石臼设计的精妙，
还有的幼儿为了快速获取菠菜汁，一下子在石臼中加入了
很多水，石杵砸入石臼时水花四溅，提取出来的菠菜汁颜色
却非常淡。也许这个体验，能帮助他们感受“欲速则不达”
的意义吧。

第三阶段：在自然中感受染色的奇妙

随着探索的深入，我们发现古人会使用干燥的植物进
行染色，怎样让幼儿了解更多更专业的染色方法呢？我们
挖掘地方草木染非遗文化特色，邀请市级“蓝印花布”非遗
传承人张剑锋教授在园成立草木染工作室，历时 3 年打造
草木染非遗特色课程，引导幼儿沉浸式体验草木染活动，培
养幼儿非遗传承意识。

在草木染特色课程开发过程中，我们选取毛家染坊等
有地方特色、有教育意义的草木染活动，结合各年龄段幼儿
发展水平，递进式开展小班“敲拓印染”、中班“提汁扎染”、
大班“蓝印花布”主题活动，以春夏秋冬四季变化为主线创
生课程内容，让幼儿跟随自然变化感受非遗草木染的多样
化呈现形式。

例如，我们带领幼儿玩各种变色小实验，橘红色的苏木
泡在水中会变成粉红色，一天过后又变成了深红色。这种
肉眼可见的色彩变化，让幼儿感受到了大自然无比神奇，他
们迫不及待地把各种染色植物泡在水中，记录颜色的析出
与变化，发现水质、温度、材料的不同以及煮染时间的长短
都会使染出的颜色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让幼儿对于结果总
是充满期待，当结果与之前的预测不同时，幼儿的好奇心和
求知欲会再度被激发出来。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幼儿更偏爱户外
自然环境下的染色方式。于是我们利用户外花园中丰富的
自然资源，带领幼儿在葡萄架下、在柿子树旁、在郁金香花
丛中寻宝、敲打、煮染、实验，感受自然色彩的变化。在这个
神奇的过程中，幼儿萌发了旺盛的兴趣和求知欲，逐渐成为
小小科学家、小小探究家。他们观察、比较、探究染色作品
与染料配比、提取方法、时间之间的关系，习得了细心、专
心、耐心、坚持、不怕困难等学习品质。在解决问题、调整染
色过程中，幼儿逐渐会倾听、懂尊重、肯接纳、善合作。而教
师要做的就是设置情境，支持和鼓励幼儿积极猜想、收集信
息、主动操作、解决问题，提升幼儿的创造性、合作能力和责
任感。

亲近自然是人类的本能。教师在自然的学习环境中，
融入有准备的教育，可以使幼儿感受到学习与生活是件很
美好的事，探究与创造是件很有趣的事，进而收获内心的富
足，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草木染特色课程评价环节，我
们通过幼儿自然笔记、教师手账日记、家长记录二维码等多
元方式，对幼儿在课程开展过程中的行为和情感发展情况
进行综合评价，进一步完善草木染课程内容。

草木染项目在幼儿园开展已经 4 年，我们搭建了草木
染特色课程框架，落实课程实施路径，创新课程评价方式，
教师的课程执行力、生成力、反思力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中园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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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个案

王莉 张珊珊 何蓉娜

儿童是自然之子。亲近自然是儿童的天性，
也是儿童发展的需要。20 年来，西北工业大学
幼儿园持续深耕幼儿亲自然教育，充分挖掘大自
然的育人功能，促进儿童发展。很荣幸，我们连
续两届获得了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路
走来，我们携着困惑前行，带着问题探索，收获
了一系列实践经验，更见证了一批批幼儿在自然
中鲜活、灵动地成长。

为什么会聚焦亲自然教育？这是
成果获奖后，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包括
我们自己也在追问。回想起来，和亲自
然教育结缘大致有这么几个因素。一
是和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我从小在
农 村 长 大 ， 对 大 自 然 有 着 独 特 的 情
感，童年在大自然中玩耍的美好经历
让我受益终身。二是当下城市化进程
的推进、电子产品的冲击，导致幼儿

与自然越来越疏离。三是社会的“内
卷”现象，导致部分教育者偏重于知
识的传授，学前教育存在课堂封闭、
活动高控、被动学习等问题，幼儿的
天性被压抑、难以释放。

基于这些现状和对教育的思考，我们
开始关注大自然的育人功能，期望能在开
放、无边界、全息化的大自然中，更好地释
放幼儿的天性，满足幼儿的内在需要，促
进他们的主动学习与发展。

陈鹤琴先生倡导“大自然、大社会都
是活教材”，我们秉承“活教育”思想，在上
世纪 90 年代就带着幼儿走进公园、田间
地头、农场，幼儿在自然中放松、愉悦、专
注的状态，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大自然的魅
力。2011 年，我们成功立项了教育部重
点课题“3—6 岁幼儿亲自然情感培养策
略的实践研究”，依托课题开启了深入、系
统的亲自然教育探索之路。

大自然是最好的课堂

获奖项目

2022 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真·活·趣”幼儿亲自然综合实
践活动范式的构建与应用》

教学成果奖这样“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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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李阿慧发现，幼儿园的户外活动，往

往有一定的随意性，很多时候有什么区域
就设计什么活动。但数智化手段讲证据，
它能引导幼儿园根据孩子的实际发展情
况，科学调整活动、重构课程。

记者看到，在开悦幼儿园，除了数智
幼儿园系统运用引发的课程调整，教师在

日常教学中也在主动拥抱智能化材料。比
如，几个纸杯放在一起，机器人行进过程中
运一只小球并撞击纸杯，就可以玩保龄球
游戏；用纸箱设计迷宫，并规划路线，机器
人就可以走迷宫⋯⋯

保教主任傅凯懿告诉记者，幼儿园智
能化机器人种类、层次多，所有玩法都是开
放的，孩子们可以把它与其他材料结合，创

编或设计智能化情境故事。教师童思怡意识
到，在这个过程中，师幼关系变平等了，因为
很多时候教师是在跟着孩子们学习。

应用数智幼儿园系统的这两年，李阿慧
发现，数智幼儿园系统不但为教师工作增效
赋能，也提升了他们的数字化素养。目前，教
师已主动挖掘出 40 多个实用的数字化教学
工具，还申请了两项专利。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在运用数智幼儿
园系统的过程中，萧山区各幼儿园的思路也
在不断拓展。比如，湘湖幼儿园 2000 多平
方米的户外种植区，即将通过数智赋能开展
智慧种植。河上镇中心幼儿园即将通过数智
幼儿园系统加持，将河上镇丰富的非遗资
源，变成孩子们可以沉浸式体验并与之互动
的学习资源⋯⋯

（上接第一版）
“ 科 学 素 养 不 是 嘴 上 说 的 ，而 是 在

解决一个个问题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
天 地 万 物 都 是 孩 子 们 探 究 的 素 材 。”王
琳说。

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幼儿生活
的世界拥有丰富的课程资源。“缙幼以此
生 发 项 目 式 探 究、主 题 式 学 习 ，春 夏 秋
冬、万事万物，幼儿在其中探索习得自然
科学的奥秘。”走在屋顶秘密花园，王琳
指着用塑料瓶子制成的小鸟喂食器说，

“孩子们种的草莓经常被鸟儿吃，他们觉
得小鸟肯定饿了，于是制作了小鸟喂食
器。为了让小鸟看到盒子里的食物，所
以选用透明塑料制作。”王琳认为，这就
是课程，孩子们思考探究，解决生活实际
问题。

缙幼给予儿童足够的探索空间，孩子
们可以大胆、自由地选择喜欢的场地和空
间，任其发现和探索。例如，为利用雨水

浇地，孩子们制作了雨水收集器；从一枚
鸡蛋开始，孩子们认识了母鸡下蛋、小鸡
孵化的过程⋯⋯一草一木都成了孩子们
探究的素材。

为促进科学活动深入开展，缙幼探索
出“五环节、五策略”的科学素养启蒙模
式。“五环节”即提出问题—猜想假设—操
作实验—解决问题—回顾反思，“五策略”
即创设问题情境—提供材料空间—给予鼓
励支持—梳理解决方案—提炼与拓展。这
种模式可以使幼儿进一步感知自然科学的
魅力，培养其科学探究的兴趣。

师幼共同开展科学探究

在缙幼，教师支持孩子按照自己的节

奏成长，让他们在自己的生命之海中徜徉。
为此，缙幼设计了多种好玩的科学实

验。在科学区、自然角等投放放大镜、手电
筒、纸箱等实验型和辅助型材料，支持孩子
们自主探究；在光影区，开发“好饿的小蛇”
皮影戏，使孩子们在嬉戏的同时，了解光、
物、影三者的关系；在菜园里开展“植物光
合作用”实验，让孩子们理解光的颜色、植
物生长等情况。

2022年8月，北碚区缙云山突发山火，
作为此次山火的亲历者，孩子们提出了很
多问题：小动物们怎么办？树被砍倒了，怎
么办？消防员叔叔身上的衣服为什么不怕
火？水为什么可以灭火？“为探索这些问
题，我们成立多个探索小组，和幼儿一起生

成了缙云山山火课程活动。”副园长游蕊源在
一篇学习故事中写道。

从现象讨论到原因探究，从单一视角到
多元思考，从科学观察到生活实践，幼儿主
动发现问题，教师及时引导探究，师幼一起
记录、分析、思考⋯⋯王琳认为，这些都考验
着教师的理论水平、教学策略和行动研究能
力。为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她带领教师做了
三方面工作。一是加深对儿童学习和发展
规律的理解，且学且教，储备相应的科学知
识。二是依托园本教研，结合主题研讨、理
论提升及案例分析等，且学且思，全面提升
科学素养。三是坚持实践操作，通过科学探
究演练、活动前亲身实践等，且学且做，掌握
科学探究方法。

循道而行，功成事遂。去年，缙幼报送的
科学案例“好玩的树屋”和“雨水收集桶的秘
密”分别获重庆市基础教育阶段 STEM 教育
优秀案例和中小幼生态文明教育优秀课例一
等奖。

为幼儿埋下爱科学的种子

探索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我们也遇
到了很多问题和困惑。比如，习惯了课堂
教学的教师，即便在自然中也总想给幼儿
教点什么。但幼儿好像对教师精心设计
的活动不太感兴趣，他们更喜欢自由自在
地游戏。大家开始反思：到底是幼儿想要
学，还是教师非要教？教师逐渐达成了共
识：亲近自然的首要目标是幼儿愿意亲近
自然，建立与自然的情感联结。

于是，就有了幼儿园里最常听到的
一句话：“走，亲自然去！”我们每周设立

“亲自然日”，和幼儿一起走进大自然，一
起感受、聆听、体验和发现。渐渐地，教
师不再挖空心思想要教给幼儿什么，而
是开始真正追随幼儿的兴趣点，关注他
们的感受和体验。我们将幼儿亲自然
活动培养目标确定为“愿意亲近自然—
喜欢探究自然—热爱融入自然”三个层

次，打破了以知识灌输为导向的价值取
向，解放了教师的思想，为亲自然活动的
实践探索奠定了情感基础，也为后期教学
成果的培育和凝练打好了底色。

大量的实践让我们得以见证大自然带
给幼儿的神奇魔力：自然中，幼儿的天性自
然流露，在他们看来，雨天不是糟糕的天

气，而是让人感到快乐的天气，可以穿上漂
亮的雨衣雨鞋，聆听雨滴的声音，在路边的
积水中观看天空的倒影，再一脚踩下去，享
受水花飞溅的乐趣。透过幼儿的眼睛，我
们看到了更加细微和多彩的自然世界：三
叶草细致的叶边齿纹，牵牛花撒落的细小
种子，西瓜虫的卷曲和伸展⋯⋯大自然丰
富的物种为幼儿的探索、发现提供了绝佳
的场地。难怪有的幼儿会忘情地说：“我们
是科学家，我们去研究植物啦！”大自然真
的就是最好的课堂。

建立与自然的情感联结

对于儿童来说，玩就是学，学就是
玩，大自然就是他们生活、学习和游戏的
世界，基于深度的实践与思考，我们提出
了“亲近自然—玩在自然—学在自然”的
亲自然教育理念，支持幼儿亲近真自然、
玩在活自然、享受趣自然。在该理念引
领下，通过持之以恒的身体力行，我们开
启了对“真·活·趣”幼儿亲自然综合实践
活动的深度探寻。

大自然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真”。幼
儿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中，接触真实的自
然物，获得真切的体验与经历，回归自然
与本真。

起初，不少教师对“自然”的认识存
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他们觉得，森林、山
野才是真正的自然，而忽略了我们身边
的自然和自然现象。其实幼儿园里的大
树、草丛、沙池，身边的风、光、雨、雪，这
些“看得见”“摸得着”“拿得来”“可互动”
的真实自然物和自然现象，都是幼儿可
以互动的真自然。

当“自然”的视域被打开，当教师亲
自然的意识被唤醒，即使一只蜗牛、一块
石头、一个沙坑，都可以成为我们亲自然
的素材。就这样，教师开始充分利用和
挖掘身边的资源开展亲自然活动：自然
角里养蜗牛，阳光下面玩影子，社区院里
和泥巴⋯⋯我们还在幼儿园楼顶建成了
800 平方米的生态种植园，创设生态景
观长廊、戏水池、玩沙区等，为幼儿亲自
然创造条件，形成了“动物、植物、沙水石
泥、风光雨雪、二十四节气”的真实自然

体验场，为教师开展亲自然活动提供了
具体抓手，支持幼儿在与自然的亲密互
动中获得真实的自然经历和体验。

大自然的“真”触发着“活”的联结。
我们往往把自然当作遥远且“沉默无语”
的“自然界”，事实上自然就是“活”的，是
美丽、好玩、有趣的，更是与人们生活紧
密相连的，人本身也是自然的一分子。

大自然是源源不断的“活教材”。鲜活
生动的内容、灵活开放的场景，常常能够触
发幼儿的多感官参与。我们带幼儿聆听大
树“心跳”，感受蚕宝宝爬过手指，嗅闻雨后
泥土的清新，通过“看、听、触、味、嗅”体验
自然环境中的各种形、色、声，逐渐建立起
他们对世界丰富、立体的认识。

当一粒种子播种、生根、发芽，当春
夏秋冬四季轮回，当风光雨雪天气变幻，
幼儿慢慢感受到自然万物是活泼泼的生
命存在。当幼儿将这些拥有生命意蕴的
自然当作家园和伙伴，人与自然之间便
建立起流淌着情感的“活”的关系联结。
而“活关系”也因有了热爱自然作为根
基，才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在“活教材”“活关系”的基础上，我
们构建了“活圈层”，包含幼儿与自然互
动的“自然圈”、师幼和幼幼互动的“游戏
圈”、家园社互动的“合作圈”，鼓励师幼
共享自然、幼幼玩活自然、家长带幼儿走

进更远更广阔的大自然。在多元互动的
“活圈层”中，幼儿的身体、感官活了起来，
幼儿的情感、思维活了起来，幼儿的体验和
视野活了起来，灵动彰显着活的力量，真正
成了活泼泼的儿童。

大自然的“活”彰显着自然之“趣”。幼
儿在全息化、无边界、开放灵动的大自然中
感受自然万物的丰富多样，体验自然奇趣、
萌发探索兴趣、乐享游戏童趣，丰盈经历、开
阔眼界、陶冶性情，构筑幸福有趣的人生。

我们将课堂搬进大自然，采用“大主
题+小游戏”等方式，通过“支持自由感
受—激活感官体验—支架自主探究—鼓励
多样表达”的趣路径，支持幼儿用眼睛看、
用耳朵听、用手触摸、用舌头尝，再用想象
将自然中的万物纳入游戏的世界。同时，
尽可能为幼儿创造表达、分享的平台，引导
幼儿将自己的体验上升为经验，获得内在
的深度意义。

于是，就有了西工大幼儿园亲自然艺
术节中4000余件天马行空的艺术作品，就
有了“工大娃的自然博物馆”，就有了“小鸟
和巢”“一缕阳光”“大树密码”等一系列亲
自然活动的生发，教师抓住生活中的教育
契机，帮助幼儿拓展并积累丰富、完整、连
续的经验，幼儿的深度学习悄然发生了。
甚至有不少幼儿毕业之后，还依然保持着
探索自然的乐趣。

就这样，我们通过为幼儿创造亲近自
然的机会、提供玩在自然的场域、构建学在
自然的路径，融合融通自然资源、教育方式、
实践路径、保障措施，边实践、边总结、边萃
取、边应用、边提升，从局部推进到整体建
构，形成并完善了系统化、可操作的“真·活·
趣”幼儿亲自然综合实践活动范式：构架了

“真”的自然体验场、“活”的自由互动圈、
“趣”的自在探究路，支持幼儿成长为乐探
究、善观察、敢冒险、愿交流、敬自然的儿童。

“亲自然”已经成为我园的一张亮丽名
片。如何让亲自然教育惠及更多的幼儿，
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担当。我们充分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首先在承担的国家级
以及省市区各级各类帮扶幼儿园和战略合
作园中推广应用。与此同时，通过国培课
程、专题报告、学术论坛等多种方式为更多
地区、更多幼儿园开展亲自然教育提供思
路和方法。亲自然教育的鲜活实践，正像
蒲公英种子一样，播撒在全国各地。

（作者单位系西北工业大学幼儿园）

有一种成长叫玩在自然中

““走走，，亲自然去亲自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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