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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应用
改进幼儿探寻作物研学之旅

宁波市鄞州区潘火街道东莺幼儿园 陈儿

幼儿入园后不断参与探物活动，大班时期探究能力快速提高，但在探物体验中常受到时间和空间

的局限，大多只是获得探物的表征感知。作为探寻作物研学活动，可以尝试通过用数字化技术让幼儿悦

察探物方向、悦知探物发现、悦享探物实践等，以“数字化技术+探物”的理念，让幼儿在探寻作物活动

中体验研学。

论文投稿邮箱:xiandaijinbao@qq.com

幼儿对什么农作物感兴趣？想要
了解什么？需要哪些支持？老师以数字
化技术追随幼儿视角收集数据，使其
在开放氛围中自主探物、自主生长，这
是技术探物活动的奥妙之处。

（一）云宣传：察探物喜好
在班级群、公众号等云宣传幼儿

对农作物的喜好和认知。递增的农作
物资源、现代工具、探物影像推进探物
成效，其他观探者能间接获知；多样化
项目、可视化探物进程与评议，不断激
发幼儿探物意愿、寻根究底。

线上调研数据分析，各年龄段幼
儿一次持续探物时长不一、男女孩略
有差异。大班幼儿对农作物的探究兴
趣较其他年龄段浓，但大多情况下却
盲目观察、思考较表面、缺乏质疑意
识、语言表达简单无逻辑，47.2%男
孩、60.6%女孩自主探物。

（二）云调研：察探物内容
调查幼儿感兴趣农作物，梳理数

据明确研学内容。云调研发觉小班幼
儿对果树、果子、果干等感兴趣；中大
班幼儿对树的枝、叶、洞等自然现象好
奇；大班幼儿对农作物更感兴趣，会寻
资源、查资料，因此将有一定探究深度

的农作物宜作为探物项目。
笔者梳理幼儿收集的农作物资

源，了解到近一半幼儿家人种植的玉
米、水稻，芋艿、番薯等多种农作物正
处生长期。之后大班幼儿兵分两路开
放式行动：一部分去乡下亲戚家田里
探物，另一部分去野外农田边探物。探
哪个农作物不作约定、因情而异，可独
创性探究农作物。

（三）云计划：察探物方式
“老师，怎么去探农作物？”其他幼

儿说想法。琳琳说“我背个包装零食，
玩累了可以吃。”芳芳则表示“不对不
对，又不是去玩游戏。”东东说自己“带
小锄头去挖东西。”凡凡要“带篮子，去
摘田里的东西。”

该准备什么呢？这时佳佳提出“玩
游戏做《游戏计划》，探物前也做计
划。”之后分组讨论：谁一起去？去哪
里？怎么去？带什么？泥土种的探究什
么？水生种的探究什么？怎么体验？每
人记录《探农作物计划》，组内交流、班
级群云端商议并整理云计划，其中隐
含《四类探究力发展目标》（见右图）与
实地体验相结合，实现了将思考转化
为实践的课程目标。

云平台承载量大，上传方便，可随
时随地观看，为幼儿探物能力展现搭
建支架，进一步提升家园间资源共享、
互通，突破纸质、口口相传的局限。

（一）即时上传：提高实地探物复
合率

同主题、多形式的多位幼儿在田
野的不同空间、不同场景进行探究农
作物活动。期间家长随时随地跟拍该
探物视频，即时上传屏幕复盘再现，引
起幼儿关注实地探物情境、思考探物
所获。

幼儿摘玉米、拔茭白、掏花生、挖
番薯等，家长们用手机跟拍后将照片、
视频等内容随即上传，借助班级圈这
个云端平台，打卡展现、影视传递“探
物经历”个案。幼儿关注各自探物状
态、技巧应用，交流思索后令探物获知

更丰富。
（二）主体直播：提高探物研学自

信力
探农作物中，家长同步拍摄、幼儿

化身探物主播，一边探究一边解说什
么农作物、怎么探究、发现了什么。

桐桐来到水田旁，边指茭白边介
绍，“茭白是一种水生植物，它喜欢比
较温暖的水里。”睿睿在菜园边指边介
绍小青菜怎么生长。还有，溪溪在稻田
边接触水稻各部位边直播解说。乐乐
直播介绍玉米各部位、掰玉米的经历。
诺诺直播介绍番薯叶、藤，以及挖出土
的番薯。

这些直播视频通过云端传输在班
级群。这即是孩子们探农作物的一次
直播展示、劳作历程的一次分享，也是
同伴间交流探物的一次机会，向他人

习得经验的一个契机。
（三）云端展现：提高亲子同探趣

味性
活动获得家长认可和支持，亲子

田野寻找农作物、探秘生长、拍照影像
传班级群，云投票后推选出2-3户农
作物项目，后期剪辑成完整版在公众
号传播。随时云观赏探农作物项目、场
景真实可视，云推选奇趣博物奖、卓越
项目奖、细观深探奖、持久钻研奖等。
全园 80%参与此活动，留言交口称
赞、关注者不断攀升。

虽然亲子探寻农作物种类不一、
体验方式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寻找农
作物、观察外表、咨询农民、学样体验
劳作，都是其学习的一种选择、劳动素
养的一次培养、农作生活的一条路径、
自我成长的一次经历。借助现代媒介，

使幼儿探农作物活动的从田野场所到
即时上传分享、从现场交流到主体直
播解说、从现时探究到云端延时展现，
实现了劳动教育的园内外联通、线上
线下互通。

回顾本次探寻作物研学活动，以
数字化技术了解、梳理“探物兴趣”是
儿童探物研学转变的基础，革新、实践
“数字化技术+探物”是儿童探物研学
转变的措施，支持、互享“数字化技
术+呈现”是儿童探物研学转变的成
效。幼儿主体参与数字化技术融汇探
寻作物的体验，是融合实物体验与数
字化技术，过程再现、虚实结合的学习
新样态；不断推进幼儿先探讨作物、后
亲历探索、再共享探知，获得完整的、
深层的认知观点。

三、媒介助力分享让幼儿探物有效果

孩子们按照《探农作物计划》根据
实际调节，个性化开展探寻、观察、体
验并记录。融合数字化技术的传感、智
能、通信、声影像等功能，使探寻农作
物呈现可视化、镜头化、再现化特点。

（一）多维拍摄：播放时挖掘探物
认知深度

根据自然教育理论的第一步，国
庆期间家长陪伴幼儿去田野寻农作
物，看着什么都新奇。看看玉米比自
己高，打听到“不长玉米须就不会有
玉米粒。”冉冉拍了玉米须、玉米杆，
又拍了玉米棒、剥下的玉米粒。恒恒
发现“毛豆像鞭炮一串串的。”拍了带

毛豆角、植株、剥开的毛豆，还整株拔
起来拍。

原来幼儿探寻农作物时只能感知
眼前的情景，自管自玩、不知后面情
况。现在探物活动期间，家长多角度拍
摄，可让幼儿观看后察觉眼前、背后等
全方位探物情境。而不同孩子不同的
视角，他们探寻农作物的认知也不同。

（二）特写推送：回忆时传达体验
技巧准度

幼儿虽然力气不大，但仍在田野
向爷爷奶奶学样农作。对于劳作技巧
准确、或创新点，家长用手机特写拍
摄、推送到群屏幕，引发幼儿关注所用

技巧，寻找正确方法。
镜头特写了悦悦用小锄头翻土、

给大蒜泥土压实，祺祺双手拔蔬菜、摘
橘子，凯凯手握锄头挖番薯。还有拔萝
卜、摘毛豆、瓣玉米等等。不同孩子的
劳作物体、劳作过程和技巧都各具独
创性。这些被镜头一一定格场景、记录
内容，推送后使多样体验技巧得以保
存、传达。

（三）跟拍云存：保存时发现探物
信息广度

冉冉观察黑网下出土的嫩菜苗并
同步跟拍，了解到黑网保护菜苗在秋
冬季不冻死、不被鸟吃。桐桐好奇跟拍

埋土里的芋艿、番薯。“水里的茭白会
淹死吗？”“为什么丝瓜、苦瓜在架子
上爬藤？”不同好奇点、探物各具独
创。同步跟拍幼儿探物过程、农民答疑
解惑等，分门别类保存到“电子探物
库”。大家点击资料获知同伴所探农作
物、劳作体验和发现，视听觉双重感
知，仿佛身临农田探究。

幼儿探农作物链接数字化技术，
即关注过程又知晓结果，即可视又灵
活呈现。助推幼儿深入认知所探农作
物，从徘徊在农作物特征的表面感知
到内在关联的深度认知，从一人探物
到多人获知。

二、借技术革新行动让幼儿悦知探物发现

一、以技术追随兴趣让幼儿悦察探物方向

立足儿童立场想其所想、供其所需，才能使幼儿在课程中成长。探物发
起，改变以往短信通知家长“活动、配合”，鼓励幼儿商定计划、变成“我的活
动”、“我来请教爸爸妈妈”，达成“我的需要”，将“要我做”转化为“我要做”。

四类探究力发展目标

活动名称

活动侧重

活动亮点

活动技术

探物内容

内察外观

探察
（寻工具）

①“观察”为
亮点。
②内容选择
展现观察点。

放大、缩小，
传屏观察，延
时拍摄、缩时
播放，扫描二
维码。

侧重探农作
物时观察活
动 + 日 常 观
察

左思右想

探思
（善思考）

①“思考”为
亮点。
② 内容选择
展现思想点。

影像截选，缓
速 播 放 ，回
放 ，影 像 连
放，线状图呈
现探究数据。

唤发探农作
物时思考活
动

大疑小问

探讨
（懂商议）

①“质疑”为
亮点。
②内容选择
展现怀疑点。

投屏呈现，延
时拍摄、缩时
播放，影像回
放 ，影 像 截
选。

探农作物时
引发质疑活
动+日常疑惑
点

东说西道

探晓
（共获知）

①“表达”为
亮点。
②内容选择
展现梳理性。

同步投屏，录
制回放，影像
连载传屏，电
子化手记，音
视频传输。

结合某农作
物的科学活
动 + 日 常 探
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