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自然是活教材。一场秋雨
过后，农庄、小花园的泥土里也
悄然发生着变化。在一次漫步小
花园时，善于观察的诺诺发现了
蚯蚓。

1.哇！来了蚯蚓——整体关
注追随蚯蚓

诺诺惊讶地喊道：“快看，有
蚯蚓。”东东：“哇，真是蚯蚓哎！”
凯凯：“捏捏好软哦。”亮亮：“身
体好长。”孩子们听到后开始兴
奋起来，一些胆小的孩子吓得逃
开了，几个胆大的孩子凑上前
去，有的还伸手抓起一条蚯蚓。
孩子们对蚯蚓的兴奋劲，引发了
几位老师的思考：如果以蚯蚓为
契机开展主题活动，能引发孩子
们什么呢？孩子们能从中获得什
么？

一条小小的蚯蚓激发了孩
子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开启

了认识蚯蚓、探秘蚯蚓之旅。于
是孩子们捕捉来蚯蚓，饲养在自
然角，“笔记蚯蚓”开始啦！

2.哎！长得怎样——局部特
写观察蚯蚓

“蚯蚓有眼睛、鼻子、嘴巴
吗？”就这个话题，孩子们找来儿
童显微镜，把蚯蚓放在玻璃底片
上，一会儿对准背部、一会儿翻
了个底朝天。显微镜观察链接屏
幕后，迫不及待地说想法和认
知。凯凯：“蚯蚓眼睛在泥土里黑
黑的，没有眼睛，它看不见路
啦。”东东：“小动物都有眼睛，蚯
蚓也有眼睛。”玲玲：“不对不对，
我和妈妈一起查资料，蚯蚓有嘴
巴，没有眼睛鼻子的。”

再次上网查询，得知蚯蚓没
有眼睛的，虽然它的视觉、嗅觉、
声觉都已褪化，但是，它有很发
达的感光器官和触觉器官，身体

上的小细毛也能感知泥土里的
情况。所以，蚯蚓虽然没有眼睛，
但是一点也不妨碍它探知外面
的世界。大家听后进一步认识了
蚯蚓。

3.咦！怎么生活——云调查
思考蚯蚓

当孩子们遇到蚯蚓，对蚯蚓
了解多少，又有哪些疑问呢？东
东：“蚯蚓住在哪里呢？”“喜欢吃
什么呢？”“蚯蚓会拉粑粑吗？”

“蚯蚓怎么睡觉呢？晚上不会冷
吗？”“问小度”“上网查查”。

孩子们纷纷赞同，回家和爸
爸妈妈上网查阅相关资料，一同
踏上寻找小蚯蚓的旅途。亲子查
询、探索有关蚯蚓的相关知识，
并完成《我知道的蚯蚓》调查表。
从孩子们的发现和疑问中看到，
他们对于蚯蚓有着较为浅里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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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亲自然课程开发
——以大班生成课程《探知蚯蚓》为例

幼儿园的传统文化园本课程建设由来已久、方兴未艾；自然物的探究每年都有。坚持传承与创新相

结合、预设与生成相融合原则。2022 年，本园利用幼儿园自然物资源，继续将传统文化课程连接幼儿实

践，真正体现“向天歌——童心体验课程”的“体验”二字；让幼儿园课程不断生成，不断展现班本特色，更

好地传承与创新。

一次偶然，孩子在玩蚯蚓时不小心把蚯蚓切断了，便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伴间有说不完的想

法，于是便生成了“探知蚯蚓”这一课程。

潘火街道东莺幼儿园 许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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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劫后余生

大班幼儿的“吸收性心智”，使其
对事物敏感、求知欲强、善于发现。支
持幼儿用现代技术深度、个性化探
索；帮助其寻找解决问题、为疑惑寻
求答案的策略，建构新的学习经验。

1.它死了吗：镜头特写切断蚯蚓
对蚯蚓的观察、探寻活动持续进

行中。一天，蹲在自然角的诺诺观察、
挖找蚯蚓。突然发现有一条蚯蚓被挖
断了，吓得大声喊道：“怎么办？怎么
办？小蚯蚓会不会死？”他把断成两半
的蚯蚓小心翼翼地带回教室。“糟糕，
蚯蚓不会动了。”“蚯蚓死了，好可
怜。”班上的孩子凑上前看切断的蚯
蚓。

在镜头特写下，发现切断的蚯
蚓：切断的地方没有出血。一半有头、
嘴巴、一环一环的身体。另外一半是
尾巴、一环一环的身体。

2.分段与完整：同屏对比不同蚯
蚓

凯凯：这里半条有头、身体，没有
尾巴，怎么保持平衡？妍妍：那里半条
只有尾巴、身体，没有头，怎么钻土？
东东：整条蚯蚓，手碰碰头和尾巴会
一起扭动；半条不会动了。

在几人的争辩声中，又找来完整
的蚯蚓，拍摄切断的和完整的蚯蚓，
同屏幕对比播放。发现：蚯蚓两边头
都是头。“蚯蚓切两半，会不会变成两
条蚯蚓？”

3.真的活了：同步跟拍蚯蚓自愈
东东：“蚯蚓不会死的，网上说蚯

蚓会再生，所以断了也不会死掉。”诺
诺：“蚯蚓切断，真的能活吗？”于是，
同步跟拍两条切断的蚯蚓。之后几天
的持续跟拍观察，我们发现：缺少头
的一段的切面上，会长出一个新的头
来；缺少尾巴那一段的切面上，会长
出一条尾巴来。这样一条蚯蚓就变成
了两条完整的蚯蚓。“呀，蚯蚓会复
活！”孩子们兴奋地尖叫着。经过这一
系列的同步跟拍、咨询小度，才知道
蚯蚓还有一个神奇的再生功能，切断
蚯蚓只要器官不被破坏掉，随着细胞
的不断增生，在宜居的环境里，过一
段时间会重新生长出完整的身体。

整个活动，笔者学会了“放手”，
体会到了孩子那超强的学习能力和
无尽的求知欲，更是体会到了它所带
给笔者的惊喜与享受。从一个偶遇蚯
蚓的小事件到一次探究蚯蚓系列活
动，笔者慢慢地学着把“放手的智慧”
运用到一日活动中，把童年的野性和
成长的权利全部都还给每一个孩子，
让他们更多地去体验蚯蚓生命的奇
妙…

活动中孩子们的兴趣浓厚，
蚯蚓是孩子们常见且感兴趣的
昆虫。梳理孩子们的疑惑、发
现，以开放性问题，观察、倾听、
探索等策略支持他们的疑惑和
想法。

1.住在哪儿：扫描搜寻蚯蚓
藏身处

“你在哪里看到蚯蚓？”“草
丛里。”“花的泥土里。”“垃圾堆
里。”“在水沟旁边。”到底哪里能
找到蚯蚓？于是带上放大镜、小
工具在幼儿园各个角落寻找蚯
蚓。“足球网架下面找一找。”“沙
池里会不会藏着蚯蚓？”“户外洗
手槽下面去看一看。”“这个泥土
里肯定有。”各自猜测后，一双双
眼睛像扫描仪似的满场搜寻蚯
蚓。约摸40多分钟，带着搜寻情
况大家交流起来：“我在湿湿的
泥土找到的。”“沙池里没有。”

“足球网架下没有的。”“菜地那
里有蚯蚓。”

怎么样可以了解蚯蚓住哪
儿呢？于是网上搜寻视频“蚯蚓
住哪里？”在寻找蚯蚓、观看视频
及解说的过程中，孩子们发现蚯
蚓总是喜欢在潮湿的泥土里或
者住在阴暗的环境里。

2.为它安家：打造蚯蚓之家

“小蚯蚓来到班级，怎么
住？”“我要给我的蚯蚓造个家。”
孩子们都纷纷表示要养捉来的
蚯蚓，就这样养蚯蚓、造家的行
动应然而生。“班级养殖区有大
木箱，可以给蚯蚓做家。”“光有
家没有土，蚯蚓会死的。”讨论完
以后，小朋友们开始行动了起
来。“蚯蚓喜欢钻来钻去，我们多
放些土吧。”“可以给泥土浇点
水！”

在大家的努力下，小蚯蚓终
于有属于自己的家啦！孩子们发
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大胆设计蚯
蚓的地下宫殿，并根据自己的设
计图，为蚯蚓搭建了美丽的“小
房子”。

3. 它吃什么——延时拍摄
蚯蚓饮食

“蚯蚓要运动，可是吃什么
呢？”“蚯蚓吃菜叶。”“蚯蚓和人
一样，什么都吃。”接着，在放蚯
蚓的透明玻璃缸撒些放些腐烂
水果皮、干花草、碎面包、菜叶。
为了让幼儿了解蚯蚓到底吃什
么、什么时候吃、吃饱了拉粑粑
等，大家发起了一场探索蚯蚓食
性观察的小实验。好几天之后，
孩子们发现白天蚯蚓待在泥土
里，不出来。

一旁架起手机每天拍摄，几

天后影像缩时播放，孩子们发
现：晚上黑夜，蚯蚓钻出土，吃腐
烂水果皮、烂菜叶。而蚯蚓拉出
的便便留在泥土，可以为土壤增
加养分。

4. 钻土能手——多维拍摄
蚯蚓做工

“蚯蚓每天在黑黢黢的泥
土里会做些什么呢？”“为什么
蚯蚓爬得那么慢？”带着这份好
奇，把蚯蚓放入一半湿、一半干
泥土的透明玻璃缸，一旁架手
机每周多个角度拍摄，记录蚯
蚓行踪。几周后影像播放，孩子
们看到蚯蚓钻土的全方位情
境：晚上黑夜，蚯蚓用身体顶开
泥土、一点点钻进、直到整个身
体钻入湿湿的泥土；会在地下
泥土里四处钻爬，最后又从泥
土钻出来。孩子们对蚯蚓钻土
产生了兴趣，咨询小度发现：原
来蚯蚓钻土，可以帮助土壤松
松土。

孩子们翻阅《蚯蚓的日记》
了解蚯蚓其他秘密，从幽默的图
文中，感知不同生物和地球的相
关知识。守护幼儿生活中疑惑的
独特价值，充分尊重和保护其探
索欲望和思考；和孩子们一起探
索蚯蚓的显性奥秘，使他们对蚯
蚓又多了一层好奇。

一、遇见蚯蚓

二、探秘蚯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