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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观察”原则指导下的生命教育实践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幼儿园    陈黎黎

随着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在学习和实践

陈鹤琴教育思想的同时，审视园本教育资源、班本现状，

以及班级幼儿的兴趣和学习特点，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思

考。本文从陈鹤琴先生提出的“精密观察”出发，让幼儿

从饲养动物、种植植物的过程中获得直接的养育经验，进

而让幼儿在参与、陪伴动、植物的成长过程中体会生命的

意义。

一、“精密观察”的内涵

“精密”指的是精确细密，“观察”则是仔细地察看

某一事物或现象。陈鹤琴先生提出：观察是获得知识的基

本方法，而精密观察则是开启真理宝藏的钥匙。经过对陈

鹤琴先生幼教理论的深入解读，我们对“精密观察”有了

更深层次的理解。

（一）由观察所获得的知识是直接的知识

在幼儿园活动中，观察常见于教师观察幼儿活动，而

往往忽略幼儿在活动中的观察行为。幼儿在活动中观察到

的事物的变化至关重要，这是幼儿获得直接经验的重要途

径，也是教师支持幼儿活动的主要依据。

一线教师都会撰写观察记录，尽管形式多样、对象不

一（如有以文字为主的实况记录、分析及措施，也有综合

照片记录、文字解析、教师反思的图文并茂的观察思考等），

但这些都只是观察活动中的“冰山一角”。比起观察幼儿

在某一活动中的行为发展，分析幼儿在活动中获得的经验、

方法以及关注幼儿活动后的思考尤为重要，它有利于让教

师的教育活动产生新的方向，从而让教师支持幼儿活动的

新发展。

（二）亲身阅历的经验，印象最深刻

随着课程改革逐步推进，幼儿园开始着力挖掘、开发

和利用园所周边的课程资源，并围绕幼儿的生活、兴趣或

突发事件生成课程。过程中，教师应作为幼儿的支持者，

观察、分析幼儿的行为，继而生成幼儿感兴趣的活动，让

幼儿在主动参与活动的同时获得新的感受并积累经验。需

注意的是：让幼儿亲身经历、获得切身体会是教师观察的

目的。因此，教师对幼儿的观察不能流于表面，而是应为

幼儿创造更多探索并实践新事物的机会，这也契合了陈鹤

琴先生“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教育思想。

（三）从观察中容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以儿童为本位的课程活动，需要教师深入了解幼儿的

兴趣及经验，继而从观察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活动结

束后，教师应根据观察到的信息去提炼问题并鼓励幼儿围

绕某一问题分享感受、探讨想法。晨谈便是一种有效途径，

教师可鼓励幼儿将自己或同伴的活动在晨谈时分享，久而

久之，幼儿发现问题、共同解决问题的意识也会越来越强。

（四）借助观察形成反思，厘清活动思路

教师观察的目的之一是启发幼儿对活动的探究与思

考，帮助幼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问题，继而发展

他们的逻辑性思维、语言能力，提升幼儿的生活活动经验。

因此，基于实践及观察后的反思不可或缺，它不仅有利于

下次活动的顺利开展，还能体现出幼儿在活动中的学习效

能。教师可在班级留有一面单元墙，鼓励幼儿和教师一起，

将探究的活动脉络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出来，帮助幼儿

梳理思路的同时，培养他们学习与求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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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精密观察”的生命教育实践

陈鹤琴先生提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也提出，要让幼儿“懂

得尊重和珍惜生命，保护自然环境。做力所能及的活动保

护环境，爱护生命”。自然及社会中不乏值得我们实践的

生命教育机会，无论动物或是植物，它们都是帮助幼儿理

解与探究生命的主要载体。基于对陈鹤琴先生“精密观察”

的理解，我们展开生命教育活动的实践探索。

（一）亲手劳作，关爱生命

寒假过后，操场一角的动物房里新添了五只小兔子。

很快，有幼儿发现动物房里供小兔上下楼的木梯不见了：“没

有梯子，兔宝宝们怎么下楼？”“没有梯子，兔妈妈怎么

喂小兔喝奶？”带着焦虑和疑问，幼儿想了各种解决办法。

“我们为小兔搭一座楼梯吧！”“可以做一个滑

梯。”……幼儿帮助小兔子的意愿越发强烈，我们便在班

级就“搭建楼梯的样式、材料及方法”的话题展开讨论。

随后，幼儿自主分组，一起设计图纸、尝试搭建。搭建过

程中，他们发现：楼梯不能过高，要跟二层的楼板契合；

三角形的积木有一面可作为滑梯，帮助小兔从上面滑下

来；楼梯要稳一点，摇摇晃晃会砸到小兔……

阶段经验分享：

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是观察活动中的重要过程和策

略。活动中，幼儿的“行动研究”也是获得直接经验的重

要一环。幼儿观察到动物的需求后开始思考解决方案，在

实践中探索并总结经验，最终完成搭建。活动不仅彰显了

幼儿对兔子的关爱，也让生命教育变得更具温度。

（二）精心喂养，陪伴生命

1. 迎接小羊

九月，大班部搬至另一园区。他们对新园舍中的活动

场地、设施都充满了好奇。操场的角落里有座空置的小木

屋，幼儿看着这座小木屋，说：“我觉得可以养小狼狗，

为我们看家！”“可以养小鸡，天天下蛋给我们吃！”“养

小山羊吧！我从来没养过。”知道幼儿养动物的心愿后，

我在家长群中转达了他们的想法，一位妈妈表示，她可以

提供两只杜泊羊来陪伴孩子们。

尽管没有养羊的经验，但面对幼儿照养动物的强烈心

愿，我们决定和幼儿共同迎接这一挑战。我在晨谈时将这

个好消息告诉了幼儿，他们非常兴奋，开始积极地为小羊

取名字、期盼它们的到来。终于，小羊们在一个艳阳高照

的午间来到幼儿园，大家欢呼雀跃、手舞足蹈，有的还

带着自己制作的欢迎礼物跑向幼儿园大门口迎接小羊！

阶段经验分享：

第一次饲养羊这样的大型动物，幼儿的期望值远高于

以往。为了表示对小羊的欢迎，他们开始自发为小羊取名

字，讨论欢迎仪式，并制订欢迎计划。过程中，幼儿表现

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

2. 喂养小羊

当小羊真的来到幼儿园，问题也随之而来。幼儿因

“如何饲养小羊”产生了系列疑问：小羊喜欢吃什么？

万一它想家怎么办？它在羊舍里拉便便了怎么办？它要洗

澡吗……看着幼儿的困惑， 我们请来之前照料小羊的饲

养员叔叔为大家答疑解惑。他向幼儿解答了小羊的一日三

餐如何解决、小羊如何活动、怎样给小羊做防寒措施等。

得到专业解答后，幼儿紧皱的眉心也渐渐舒展开来。 

一天中午，幼儿散步时听到两只小羊一直在羊舍“咩

咩”叫个不停。幼儿纷纷猜想：“它们是不是饿了？”“是

不是想出来玩？”“小羊肯定想出来和我们一起散步了！

我们带它们一起散步吧！”伊伊的提议得到全班孩子的响

应。于是，幼儿开始思考怎样保护小羊的出行安全、怎样

不让它们乱跑并将它们带回动物房等问题。最终，他们决

定给小羊系一根牵引绳，并找来中班时做操的器械——尼

龙绳，请保安叔叔协助大家一起系在小羊身上。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小羊终于顺利走出羊舍。

阶段经验分享：

陈鹤琴先生曾提道：儿童是富于想象的，但是想象的

根据是经验，没有经验就不会有想象。只要使儿童有机会

接触自然界和社会，并好好指导他们，就可以使他们有丰

富的知识。幼儿在喂养小羊、陪伴小羊的活动中获得了新

的知识经验，逐渐养成了先发问、再思考、列计划的良好

习惯，并且在活动后乐于分享、讨论和反思，积累了丰富

的饲养经验。

3. 陪伴小羊

小羊的到来受到全园幼儿的欢迎，为了更好地照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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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同时也让其他班级的幼儿了解并科学陪伴小羊，幼儿

共同梳理了饲养小羊的各种需求与注意事项，并成立饲养

小羊小组，包括喂草添水组、打扫羊舍组、观察记录组、

搭建组、巡逻组等。

天气渐冷，幼儿开始担心羊舍是否暖和，小羊能否顺

利过冬等问题。在老师的鼓励下，幼儿讨论出“羊舍防寒

保暖计划”，并积极地收集材料、加固羊舍，为两只小羊

做好保暖措施。小羊渐渐成了幼儿生活中难以割舍的伙伴，

还经常出现在幼儿的周记本中。然然在周记本上画了穿着

美美的裙子、戴着皇冠的自己正牵着小羊散步的画面，她

说：“我带着它们去南操场吃草，‘小草莓’可听话了，

而‘卡卡’总会乱跑。”桐桐画了幼儿园和羊舍的场景，

画面上的两只小羊正微笑着看向栅栏外的草地。她说：“小

羊来到幼儿园，我们为它们种草、陪它们玩，我每天都很

开心，我很喜欢它们！”

阶段经验分享：

尽管幼儿在家中还需要爸爸妈妈去照顾和呵护，但在

饲养小羊时，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无论在思想还是行为

上都有了“小主人”的意识，对小羊主动关心、全心付出，

与它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幼儿对生命的理解在生命教育

的感知、体验、探究和发现的过程中得以升华。

（三）细心照料，感受生命

1. 种植篇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我班在户外小菜园种植了青菜，

幼儿每天都要去看几遍。乐乐看到菜地里的泥土有些干燥，

提出建议：“老师，地面太干了，青菜需要‘喝水’了吧？”

我点了点头，问：“你有什么好建议吗？”“我们可以让

值日生每天来浇水！”于是，有的幼儿找来小桶，有的找

到水壶，还有的跑去取水，忙得不亦乐乎。看到阳光下的

小青菜恢复了碧绿的颜色，幼儿别提多高兴了。

第二天，温度突然下降，值日生照常前来浇水时，小

美制止道：“天气太冷了！不能浇水，它们会冻死的！”

听了小美的话，值日生半信半疑。经过商量，大家决定先

浇一棵小青菜试试。果不其然，到了下午那棵青菜的叶子

变得软弱无力，蔫了起来。经过尝试，幼儿真正意识到，

青菜的生长不仅需要水，还需要温暖的阳光和一定的温度。      

阶段经验分享：

为丰富幼儿的观察及种植经验，我请幼儿按组排班、

分工合作，即每天一组（六名）值日生，三人负责为青菜

浇水、三人负责除去杂草。通过这次活动，我发现幼儿对

天气、温度及植物的变化更敏感了，也对种植活动萌生了

更多兴趣，能够根据需要自主分工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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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观察篇

幼儿每天关注着青菜的生长，商讨着把青菜的变化和

遇到问题记录下来。于是，幼儿用便签条将自己的观察记

录下来。教师还提供了相关调查表，请他们将观察到的问

题呈现出来。蓉蓉观察到青菜叶子上有虫洞，为解决虫子

啃食青菜的问题，她在家长的帮助下翻阅了相关科学类书

籍，了解到许多昆虫（尤其是害虫）喜欢吃绿叶素，可以

喷洒杀虫剂来解决这个问题。知道了背后的原因，蓉蓉对

青菜的健康成长也有了更多信心。   

阶段经验分享：

自主活动中，教师在观察幼儿的同时，也需让幼儿将

自身的发现、观察留下痕迹。幼儿是活动的主人，教师注

意到幼儿对青菜的变化萌生兴趣后，可提供适宜的材料鼓

励幼儿将想法和发现及时记录下来，便于后期的梳理与总

结，最终提升认知、收获完整经验。

3. 写生篇

四月，春暖花开。小菜园里金黄的青菜花也吸引了幼

儿的目光。从教室窗外望去，金灿灿的花朵随风摇曳，真

美呀！幼儿趴在窗台张望时，萌萌跑来拉着我的手说：“老

师，我们想出去画画了，就画外面的青菜花。”萌萌搬来

画架，冰冰找来调色盘，嘟嘟打水，美琳忙着寻找一处美

丽的景，大家各自分工，三三两两自由组合，在阳光下写

生，把这片美好的景色用画笔永远地记录了下来。

阶段经验分享：

我们班级经常开展写生活动，每次主题都由幼儿自己

商定。在此次青菜花的写生中，幼儿神情专注、观察细致，

有交流也有合作。最终，他们将青菜花的美通过自己的笔

触呈现出来。这一结合季节开展的种植活动引发了幼儿的

积极参与、观察与思考，从而激起幼儿对生活的热爱以及

对生命的关注与尊重。

三、生命教育的启示与思考

陈鹤琴在著作《家庭教育》中提道：要让孩子有机会

饲养小动物，了解动物的生理特征，对动物有同情心。我

们秉持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结合幼儿的兴趣开展活动。

在班级的饲养、种植活动中，幼儿通过对动、植物的照顾、

陪伴，与它们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他们会因动物无法过冬、

缺少食物而担心；也会为植物遭遇害虫而寻找资料、寻求

帮助。幼儿对生命的探究从不甚了解到深入实践，最终能

够自主解决养护动、植物的问题，尊重生命、关爱生命，

并展现出一定的智慧和担当。

陈鹤琴“活教育”思想的十七条教学原则中提道：凡

儿童能够自己做的，就应当让他自己做；凡儿童能够自己

想的，就应当让他自己想。我们在实施生命教育的活动中，

充分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给予他们充分的空间去自主参

与、探索实践，并鼓励他们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活动。

作为一线教师，我们在学习和研究“精密观察”的基础上

记录了幼儿的生活及行为，并思考如何支持他们的活动。

今后，我们会结合观察的要点来观察了解幼儿的需要，在

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思想引导下有效开展幼儿园的生

命教育活动，从而助推幼儿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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