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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自然体验系列活动：幼儿园里的“夏日集”

王杨阳

（太仓市城厢镇幼教中心， 江苏 太仓 215400）

活动缘起

夏日悠悠，鸟语蝉鸣，万物生长，幼儿园的户外

自然博物馆变得越来越热闹，自然界中一草一木的

繁盛都印在了孩子们灵动的眼睛里。《3-6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明确指出“要经常带幼儿接触大自

然，激发其好奇心与探究欲望”“支持幼儿在接触自

然事物和现象中积累有益的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

所以，我尝试设计了系列活动，引导幼儿调动多种感

官，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中通过亲身体验、实际操作，

感知夏日的斑斓色彩，聆听夏日的悦耳声音，寻觅夏

日的自然味道，满载夏日的美好记忆。同时，在“感

受（接受信息）→思考（处理信息）→交流（产生共鸣）

→感触（情感产生）”的不断循环过程中，激发幼儿对

自然的体验和探索，提升幼儿的自然品性及良好的

学习品质，实现课程游戏化所倡导的“自由、自主、愉

悦、创造”的游戏精神。

活动一：“收集”夏天

活动目标

⒈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中，运用多种感官自由自

主探索、体验、收集夏天的特征。

⒉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萌生关爱自然、尊重生命

的情感，发展自身的自然品性。

活动准备

材料准备：4张野餐垫，每一块垫上分别放置色

卡材料包若干；透明麻布袋、《田鼠阿佛》绘本、平板

电脑、白纸、板夹、操作笔、放大镜各若干。

经验准备：师幼阅读过绘本《田鼠阿佛》，教师统

计幼儿对于绘本印象最深刻的内容——关于阿佛的

收集；幼儿对夏天的特征有一定的感知，了解在户外

自然体验活动中的规则、约定。

活动过程

一、绘本导入，激发热情

⒈出示绘本，幼儿回忆故事内容。

师幼在草地上围坐成一圈。师：前几天，我们一

起了解了田鼠阿佛的故事，故事里发生了什么？阿

佛收集了哪些东西？你怎么看待阿佛收集阳光、颜

色和词语的行为？

⒉幼儿探讨在园内收集夏天的方式。

师：现在是什么季节？哪些现象说明夏天来了？

你在自然博物馆里找到夏天了吗？在哪里找到了？

你会用什么方式收集？

二、户外探索，自然体验

⒈了解、讨论收集夏天的多种形式。

（出示工具）师：今天我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

工具，你们觉得可以怎么合理使用？

预设梳理：（1）夏·色彩收集，（2）夏·气味收集，

（3）夏·声音收集，（4）夏·趣事收集……

⒉教师再次明确自然探索时相关规则和约定。

（活动的基本常规：活动的边界，集合的指令、地点

等；环境友好方面的规则：不乱丢物品，有目的收集

自然物等；安全方面的规则：自然中找到的东西不能

入口等；基本的学习品质：坚持完成任务，相互协作，

乐于反思等。）

⒊幼儿自主选择需要的工具，在户外自然博物

馆中自由探索、收集夏天。（比如：利用色卡板收集夏

天的色彩；利用麻布袋收集夏天的气味，并用随身携

带的笔、白纸、板夹，记录自己的发现和感受；利用平

板电脑拍摄、录制夏天的景色、声音等。）

三、整理工具，结束活动。

活动二：“共享”夏天

活动目标

⒈在倾听和交流中进一步感受夏天的特征，萌

生深入探索夏天的愿望。

⒉尝试用思维导图的形式将夏天的特征进行分

类、梳理，并积极表达个人的想法。

活动准备

教具准备：记号笔、木色卡纸（用于以思维导图

的形式记录幼儿对于夏天的各类发现）。

经验准备：幼儿有过绘制思维导图的相关经验。

活动过程

一、回忆导入，引出主题

师：昨天我们在幼儿园的自然博物馆中收集了夏

天，夏天有哪些特别的地方？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二、共享“夏天”，进阶感知

1.交流收集到的夏天，同伴间互相倾听分享，并

合作呈现在思维导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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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内容：

（1）夏·色彩收集

师：你收集到的夏天是什么样的？有哪些发现？

师：这些色彩都来自哪里？关于夏天的色彩你

还想要补充些什么？你找到的哪种色彩最多？给你

什么感觉？同样是绿色，它们有什么区别？

预设梳理：你发现了它们绿得不一样，有深有

浅，自然界中还藏着渐变色！

师：如果夏天没有了色彩会怎么样？

预设梳理：夏天的色彩就像彩虹一样，五彩斑

斓，只要我们的眼睛仔细观察就能发现自然界中色

彩的很多奥秘。

（2）夏·气味收集

师：你们还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分享夏天吗？

预设梳理：靠我们的嗅觉也能收集夏天，跟大家

说说你的发现。（收集到了夏天的花香味，而且每种

花的味道都不一样。）

师：除了花香味，夏天还有什么味道呢？（幼儿亲

身体验，闻一闻收集到的夏天味道。）

梳理：原来夏天有很多种味道，有阳光的味道，

有花儿的香气，有汗水的味道……

（3）夏·声音收集

师：夏天还有哪些是你觉得很有意思的？

师：夏天有什么声音？这些声音传递着什么信

息？（知了、蚊子的叫声预示着夏天的到来……）

师：现在我们一起闭上眼睛，用心静静聆听。（幼

儿将听到的声音补充绘制到思维导图上）

预设梳理：夏天有很多的声音，我们能听到鸟儿

叽叽喳喳的叫声，听到昆虫的嗡嗡声和蝉鸣声，听到

小池塘里青蛙的叫声……

（4）夏·趣事收集

师：关于夏天的特征你们还想要表达什么？分

享下你们日记上记录的趣事吧。

预设梳理：夏天我们一起发现可爱的花草，一起

迎着风儿奔跑，一起发现西瓜虫和蚊子，一起迎接我

们的毕业季……夏天的趣事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记

忆里，让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夏日时光。

师：你还想在夏天做哪些有意义的事？有什么

夏天愿望呢？闭上眼睛许个愿吧！

（分析：根据孩子们先前运用的收集工具，该环

节预设了通过色彩、声音、气味、趣事几个维度来分

享收集到的夏天特征，如果幼儿还有其他方面的分

享，可再进行补充、呈现。）

⒉根据幼儿的发现，师幼通过思维导图复盘、梳

理夏天的各类特征。

（分析：利用思维导图梳理是一种新形式，也是一

种新挑战，可以将幼儿的发现、思想清晰地展现，让幼

儿找到共鸣、相互补充、共同学习、提升情感；也能为

下一环节中，幼儿自主绘制思维导图提供引领、支持，

为老师后续的课程梳理以及思考提供相关依据。）

⒊讨论有关夏天的更多分类形式。

（1）预设梳理：通过今天的分享，我们把收集到

的夏天特征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分成了色彩、声音、气

味、趣事几大类，还可以怎么分类呢？

（2）幼儿自由讨论。

（3）强调操作规则。师：请你和小伙伴在自然博

物馆中选择一个地方，然后合作绘制有关夏天特征

的思维导图。如何分类，分别包含哪些内容，都要绘

制、梳理清楚，让大家一看就知道。

三、绘制导图，多元分类

⒈幼儿自由合作，自主绘制思维导图。

⒉教师巡回观察指导。

（分析：幼儿的思维是有渐进性的，所以通过该

环节，让幼儿以自己的思考角度对收集的夏天特征

进行再次分类、梳理，同时也是对夏天特征的进一步

分析、回顾。）

四、展示分享，交流表达

师：你们组是如何分类的？还有不同的方法吗？

（比如：按照动物、植物、穿着进行分类；按照色彩代

表不同的夏天特征进行分类……）

师：猜猜这一组是怎样分类的？很想听听大家

的想法。

师：在活动中，你们遇到了哪些困难？怎么解决的？

（分析：该环节为幼儿提供了一个“思考→表达”

的输出支架，给予了幼儿更好表达他们的梳理和思

考的机会。）

五、迁移经验，拓展延伸

师：不同的地方，夏天的景象也会不一样，幼儿

园外的夏天会是什么样的呢？大家也可以用思维导

图的形式进行记录、梳理，期待你们更多的发现。

活动延伸

1.根据幼儿产生共鸣的新发现、兴趣点或想解

决的问题，进行延续、深化探究。

2.引导幼儿将本次思维导图记录与后续的自然

体验活动记录合成制作一份属于自己的自然日记。

（分析：一次自然体验活动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幼

儿自然体验学习过程的终结。我们要考虑同样的内

容是否可以用其他的活动形态进行“重复”，又或者

是否可以横向扩充或纵向深化。延伸活动可以帮助

幼儿慢下来，真正地关注他们周围的世界。幼儿记

录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时，能够逐步意识到自然是什

么，自然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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