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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tive inquiry activity no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acquisition of children’s knowledge, but 
also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alization of children’s subject value and their self-growth, which 
fully embodies the child-centered education concept and becomes the trend of kindergarten cur-
riculum reform. Tak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generative curriculum cucumber as an exam-
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lection of the theme activities of the generative curriculum, the de-
sign of the curriculum activities and the effective support strategies of the teachers in the imple-
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Keywords 
Children’s Subjectivity, Generative Themed Activities, Children’s Generative Activity,  
Cultivation of Cucumber 

 
 

浅析幼儿生成性探究活动及教师支持策略 
——以生成性课程《黄瓜》的教学实践活动为例 

肖佑玲 

四川省彭州市南街幼儿园，四川 彭州 
 

 
收稿日期：2020年7月3日；录用日期：2020年7月16日；发布日期：2020年7月23日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0.93035
https://doi.org/10.12677/ve.2020.93035
http://www.hanspub.org


肖佑玲 
 

 

DOI: 10.12677/ve.2020.93035 201 职业教育 
 

 
 

摘  要 

生成性探究活动不仅关注幼儿知识的获取，更加重视幼儿主体价值的实现和自我成长，充分体现了以儿

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成为幼儿园课程改革的趋势。本文以生成性课程《黄瓜》的教学实践活动为例，

浅析了生成性课程主题活动的选择、课程活动的设计以及教师在课程实施中的有效支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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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一轮的学前教育课程改革，课程目标从重视社会取向发展为兼顾儿童取向；课程内容从静态分科

发展为动态活动；课程实施从外部灌输转向为内部主动式；课程评价从结果性评价转向发展性评价[1]。
新课改给幼儿教师组织教学带来了挑战，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在认真学习教育理念的同时，积极探寻适

合本班幼儿年龄特点、促进幼儿认知发展的课程，并在教育教学中构建幼儿感兴趣、可接受、易理解，

对幼儿生活有用的自然知识、技能为主要课程内容，于是，生成性课程《黄瓜》便因运而生。 

2. 尊重幼儿兴趣，主动生成探究性活动——课程来源 

午餐时间，孩子们对今天的黄瓜丸子汤特别喜欢，借着孩子们的兴趣，老师和孩子们展开了谈话，

老师发现：黄瓜，作为一种常见的蔬菜，孩子们却知之甚少，更没有种植的经验，有个别孩子提出种黄

瓜，这个建议得到了孩子们的响应，现在是九月，并不适合黄瓜生长，可是孩子们需要在亲身体验和实

际操作中去习得经验，教师应该支持幼儿在接触自然、生活事务和现象中积累有益的直接经验和感性认

识。种植活动是幼儿感兴趣的活动，幼儿经历播种、栽培、照顾、收获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幼儿情感

体验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有很多探究行为的发生，将种植黄瓜作为主题活动教学，既可以满

足幼儿的兴趣和求知的需要，又可以激发幼儿探究的欲望，提高幼儿细致的观察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

积极动手的操作能力，有利于幼儿良好学习品质的养成。同时，围绕黄瓜的活动，在各领域和日常生活

中也能够开展和延伸，于是，老师决定以孩子们的讨论为展开点，和中三班的小朋友一起，开始了《黄

瓜》的探索之旅。 

3. 生成性探究活动的设计及目标 

确定了《黄瓜》的主题活动后，首先向家长介绍了我们的主题活动，了解幼儿园的课程特点，请家

长以黄瓜为话题，和幼儿讨论，并针对幼儿提出的问题，和幼儿一起通过多种途径查找相关的资料，调

动幼儿用多种感官去吸纳信息。带着孩子的问题，家长有带幼儿去菜市场、超市，去乡下询问农民伯伯，

上网查资料，上书店翻阅图书，通过资料的收集，丰富了幼儿对黄瓜的相关知识，提高了幼儿的实践能

力，激发幼儿对种植黄瓜的兴趣和探索的热情。教师对资料进行了分析，针对幼儿已有经验和还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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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经验，结合本班幼儿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梳理出幼儿的兴趣点和探究活动切入点，对主题活动《黄

瓜》进行了活动预设，并制定了预设活动网络图。由于生成性活动的动态性和发展性，教师对预设网络

进行了留白。 

4. 幼儿生成性探究活动课程的实施策略 

(一) 关注探究活动中幼儿主体性发展 
1、构建多元化的活动模式，注重幼儿的主体参与 
生成性课程的主体是幼儿[2]，只有关注幼儿的兴趣，保护幼儿好奇心，才能激发幼儿参与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因此，课程以游戏化和生活化的方式在幼儿一日生活中展开，重视区域活动、小组活动和个

别活动。幼儿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主动探索，会发现很多问题，教师再给以适宜的支持，鼓励幼儿思

考问题，通过多种途径、多方面的去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获得经验[3]。在主题活动《黄瓜》中，

种植黄瓜是幼儿兴趣所在，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幼儿不只是对种植活动保持极大的热情，乐意解决

种植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很愿意参与集体活动、小组活动和生活活动，获得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幼儿是独立的个体，每个孩子兴趣和经验都不一样，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问

题，教师要做到充分的了解和尊重，给幼儿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满足幼儿探究的需要，鼓励幼儿的

探究行为，引导幼儿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升。在主题活动《黄瓜》中，孩子们发现班级种植箱不

方便观察，因为早上入园想看看黄瓜，起床后也想看，离园前还想看，孩子们便带来了小盆种上黄瓜，

并自己设计标记，给黄瓜取名字，孩子们分小组和个人准备了观察记录本，尝试用简单的符号和图画记

录黄瓜的生长过程，这样，每个孩子可以自由进行观察，并根据自己的视点，完成自己的观察记录。 
营造自由、平等、愉快的探究环境，幼儿在宽松、愉快的状态下，思维会更活跃，观察更仔细，表

现更自信，会更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给黄瓜搭支架》的操作活动中，孩子们发现黄瓜藤缠绕

在一起，便想办法给黄瓜搭支架，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想法选择材料，进行尝试，和小伙伴主动合作，用

竹竿、树枝、木棍、绳给黄瓜搭好了支架。在艺术活动《我的黄瓜》中，教师提供各种美工材料，孩子

们自由选择，用黏土捏、用绘画、粘贴、剪纸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 
2、及时把握探究活动中的教育契机，预设与生成相生共融 
在生成性课程中，课程是教师而不是幼儿的责任，幼儿的想法是课程的重要来源，但它只是反映了

他们生活中复杂的生态系统的许许多多可能性来源中的一个。教师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找到探究活动

的切入点，抓住进行生成性探究活动的契机，创设环境，提供材料，生成新的探究活动。在活动中，幼

儿发现黄瓜藤缠在一起了，便生成了《给黄瓜搭支架》和《藤蔓植物》的活动，发现黄瓜黄叶和长虫了，

生成《害虫和益虫》、《虫虫爬》、《可爱的虫虫》活动，由于天气太冷，黄瓜死掉了，教师在预设目

标中就是要让幼儿在实践中知道现在的季节不适合种黄瓜，黄瓜在气温 10 度以下就会停止生长，到这个

时候种植活动就结束了。可是幼儿在失落、难过之余却提出，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能吃到新鲜的黄瓜，于

是便生成了《参观疏博园》和《搭大棚》活动，种植活动又重新开始。 
在生成性探究活动中，预设是生成的基础，预设活动有生成的空间，生成是预设的超越和发展，生

成活动有预设的内容，这一次的预设活动会成为下一个生成活动的开始，而下一个生成活动在开始前同

样也需要预设，预设与生成相对应却不可截然分割。教师既不能预设过多，对幼儿探究活动高控，也不

能被幼儿牵着走，进行无意义的活动。而是要及时把握探究活动中的各种教育契机，准确做出价值判断，

生成新的有意义的课程，引导幼儿在与环境和材料相互作用不断生成新的活动，让幼儿在情感、道德、

审美、知识技能得到发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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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重幼儿经验的完整获得，避免经验的无序和重复 
(1) 激发幼儿参与兴趣，提升幼儿自主探究能力 
在《黄瓜》的活动中，教师顺应幼儿的兴趣，以丰富的活动激发幼儿参与的主动性，幼儿参与表现

不再仅仅是认真听老师讲，而是积极参与探究活动，在生成性探究中建构知识经验。在活动中，幼儿常

说的话是“我想……做”，“我要……做”，“我认为是……”，“我觉得是……”，有较强的主观能

动性。 
(2) 在探究活动中，幼儿语言发展、社会性、坚持性、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得到提升 
通过种植活动，幼儿了解了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条件，也印证了季节、温度与植物生长的关系，并尝

试解决一些在植物生长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在教师与幼儿、幼儿与幼儿的互动中，幼儿敢于表达，对经

验进行重构和内化，乐于与同伴合作，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探究活动，利用生活中的材料去尝试、去解

决问题，不仅在种植经验上有所提升，在建构、艺术、语言表达方面也有极大的提升。 
(3) 在活动中，给了幼儿饱满的情感经历 
在主题活动中，幼儿切身经历了黄瓜发芽的兴奋；开花结果的喜悦；黄瓜长虫、黄叶的焦虑；黄瓜

死掉的失落、伤心；给黄瓜搭大棚的希望；幼儿在观察记录中能够密切关注黄瓜种植的变化，对其中感

兴趣的问题能够进行深入的分享和探究，使经验的获得更具完整性、更有价值，孩子们这样的情感体验

会成为幼儿一生难忘的记忆。 
(二) 生成性探究活动中教师的角色定位 
1、教师是生成性探究活动教育资源的整合者 
家庭和社会环境是学前教育的重要资源，这两种资源的有效结合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课程的效用，延

展课程形式的多样性。我们的主题活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家长的支持和参与，家长也跟随着活动的开展，

积极配合，为主题活动助力。在日常生活中，和幼儿一起做黄瓜的各种菜式，把切、炒、拌的技能在生

活中进行实践，利用周末时间，带孩子去乡下亲近大自然，观察、认识农田里生长的植物，积极参与《参

观蔬菜博览园》活动，和孩子一起观察、记录大棚外的蔬菜和大棚里的蔬菜，了解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

和现代科技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方便。实地参观活动不仅丰富了幼儿的见识，也促进了家长和幼儿的亲子

关系。 
2、教师是生成性探究活动过程的观察者、记录者和引导者 
蒙台梭利认为：要教育儿童就要了解儿童。而观察正是了解儿童的主要途径之一，是教师开展探究

性教育活动的前提。在生成性探究活动过程中，幼儿是活动的主人，教师要善于观察幼儿的表现，关注

孩子们所关注，惊喜孩子们所惊喜，成为孩子们的玩伴，成为幼儿探究活动的支持者和合作者[4]。在《黄

瓜》的活动中，教师和孩子们一起参与种植，照顾黄瓜，经历孩子们的情感经历，得到孩子们充分的信

任，孩子们乐意与老师分享自己的发现和想法，老师看得到孩子们的真实，正确评价孩子们的探究行为

和探究能力，让每个孩子在自己的原有基础上得到提升。 
3、教师是幼儿生成性探究活动进程的支持者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为此，教师不

仅要为幼儿生成性探究活动创设良好的心理环境支持，营造鼓励、接纳的心理氛围，让幼儿在民主、和

谐、平等的氛围中大胆的发现和探索；同时，教师必须为幼儿提供充足的操作材料支持，满足幼儿的探

究需要。在探究活动中，进行有效的师幼互动；幼幼互动，和幼儿一起面对困难，一起合作，一起思考

问题并解决问题。在《搭大棚》活动中，有孩子选择用胶棒和双面胶连接纸筒做大棚的支撑，教师明知

道这样不会成功，也鼓励幼儿勇敢尝试，让幼儿自己去实践，在失败中重新思考。 

https://doi.org/10.12677/ve.2020.93035


肖佑玲 

 

 

DOI: 10.12677/ve.2020.93035 204 职业教育 
 

5. 结语 

课程来源于生活，环境生成课程。通过生成性课程《黄瓜》的教学实践，我们认识到：要发展幼儿

探究活动的主体性，就要做到让幼儿真正成为活动的主体，真正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充分利用环境资

源和游戏经验的影响，在教师、同伴、材料之间自由探索，愉快交往，从而发展幼儿的主体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促进幼儿全面发展，为幼儿后继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素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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