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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元素融于幼儿教育的建议
潘孝轩

四川成都，成都大学，610106；

摘要：农村元素融于幼儿教育存在困境：第一，幼儿教师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农村社会图景的亲身感知，从而没

有开发相关资源的兴趣；第二，幼儿教师没有重视农村社会资源的利用，忽视农村社会资源；第三，幼儿教师缺

乏将农村元素转化为课程资源的能力；第四，家长和幼儿园对于农村元素融于幼儿教育有观念上有差异；第五，

开展“涉农研学”项目存在经济难题；第六，乡镇城镇化以及农民自身对于“农业、农村、农民”的狭隘理解加

剧“脱农”的价值导向。针对上述问题，从幼儿园品质提升和乡村建设两个视角对农村元素融于幼儿教育提出针

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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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幼儿园做好农村元素融于幼儿教育的建议

1.1 重新理清“为农”教育活动的价值取向、功能

定位

幼儿园中经常开展有传统农村经济元素的活动是

种植活动，但是在之后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看似是开展

与“农”相关的活动，但是不是为了“农业、农村、农

民”。比如，开展种植活动的目标是探究植物的生长，

这并不是一个“为农”的教育活动，而是一个科学探究

活动。

所以在幼儿园开展与农村元素有关的活动时，应该

加入“为农”的活动目标设计，例如：认知目标可以设

计为知道播种的相关操作程序、情感目标可以设计为理

解农民伯伯种植蔬菜水果的辛劳。

清晰“为农”导向的活动目标设计才能在后续“涉

农”教育活动实施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等一系

列方面关注到农村、农民、农业。例如：在“涉农”教

育活动的价值取向下，设立“为农”教育理念的活动目

标，幼儿教师可在科学区域中投放播种机、飞机喷洒农

药、电脑控制养殖场等现代农业科技设备的图片引导幼

儿对新农村未来发展的期待。

1.2 开展专题“未来农民”的主题教育活动

相比较起城市家长和幼儿教师，农村家长和幼儿教

师对农业、农村、农民的认同度更低。究其原因可能是

因为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社会受时空断裂、身份

焦虑及文化解构的影响而导致了乡村集体失忆，进而导

致了乡村意识、记忆、身份以及环境正常功能被破坏，

农民日常生活遭受困扰，陷入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及环

境危机当中。所以，身处农村的家长更不愿意幼儿园开

展“涉农教育”。

基于“教育要面向未来”的理念，着眼于农村发展

的现状与速度，利用“未来农民”的主题教育活动，让

幼儿和家长对新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发展有所

认同抱有期望。具体活动主题可以设计：未来农机设计

师、未来农田看守者、未来畜牧养殖场主等，让幼儿基

于新农村现状进行畅想，对新农村的发展有参与感等等。

1.3 开发全面反映新农村建设的儿童绘本

幼儿园及其教师对农村的理解还停留于“刀耕火种”

的传统农业时代，特别是城市幼儿园的教师对新农业、

农村、农民的了解非常少，以至于对于新农村元素融于

幼儿教育的活动设计有一些过时且浮于表面。

绘本的开发能帮助教师解决教育实践中由于客观

原因而无法利用乡村教育资源的问题。例如，在本次调

查中有园所是因为地理问题无法对种植活动有所认知，

这时幼儿园可通过研制包含新农村乡土资源的绘本供

幼儿进行阅读与了解。第二，绘本对于幼儿来说是一种

了解信息、能够阅读的工具之一，绘本是儿童终身发展

的奠基之书，绘本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具有奠基的作

用。

具体来说，绘本的主题可以选择三农问题症结、未

来的农机、未来农民的幸福生活和未来农村的生活景象

等等。此外，还可以将浓厚乡村资源融入课程中去，开

发出具有浓厚乡村特色的课程资源，促使其形成独特的

园本特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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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开发幼儿园“涉农研学”课程

2016 年 12 月教育部等 11部门发布的《关于推进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小学研学旅行

是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

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是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

衔接的创新形式，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实践

育人的有效途径。”

“涉农研学”课程在实施中存在困境，幼儿教师不

仅缺乏对“为农”课程资源开发的兴趣还缺乏将农村元

素转化为课程资源的能力。

究其原因，可能是幼儿园存在滞后的教育理念和思

想、缺乏专业优质研学导师、缺乏优质精品研学旅行课

程、缺乏研学旅行课程评价体系、缺乏研学旅行综合监

管机制、缺乏优质研学基地等六个因素导致有质量的

“涉农研学”课程较少。通过培训解决幼儿教师观念层

面的问题后，具体可以从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农耕文化、

产业园探秘、现代农机的结构等方面开发“涉农研学”

课程。

2 对家长支持农村元素融于幼儿教育的建议

2.1 树立正确的“涉农”教育观

城市和农村家长都对“涉农”教育的认同度不高。

参考其他研究者的结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第一，

作为农民不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因此人们不愿意当

农民；第二，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社会受时空断

裂、身份焦虑及文化解构的影响而导致了乡村集体失忆，

进而导致了乡村意识、记忆、身份以及环境正常功能被

破坏，农民日常生活遭受困扰，陷入身份认同、文化认

同及环境危机当中。第三，农民可能对农村、农业、农

民存在偏执、狭隘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新型农

村观在农民群体中的渗入。第四，农民可能因为接受或

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受限，所以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的理解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然而，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不仅提高

农民的待遇还大力建设新农村。近年来，不论是在农民

生活、农村人居环境，还是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等方面，

我国均得到了跨越式转变与提高。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

家长应积极主动地去了解新农村发展现状，认识到教育

要适当为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转向城市服务，

认为“离农”教育不利于农村社会发展。

在“为农”教育实施的过程中家长是非常重要的一

个环节，如果没有树立正确的“涉农”教育观，则会对

后代产生严重的影响。代际传递效应是指父母在童年时

期灌输的宗教观念和行为可能要到成年之后才表现出

来并且这样的观念和行为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有研究者

还指出，当子女进入青少年期时，他们可能会拒绝父母

传递的内容，但在以后年龄阶段又可能会再次接受父母

的价值观。通过对代际传递效应传递的顽固性和持久性，

我们可以推测出父母的一些观念很有可能会通过潜移

默化的对方式传递给子女。但我们并不期望未来社会对

农村、农业、农民是一种不认同的态度，所以作为家长

首先就要摆正自己的观念，为孩子的发展做好榜样，支

持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为农教育”并尽到自己应尽的教

育义务。

具体实践途径方面，家长们可通过学习强国网络平

台和央视网等途径了解新农村发展现状，坚定支持“为

农”教育。

2.2 在家庭教育活动中加入新农村亲子游学

一些家庭对农村的了解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年

代，城市家庭对新农村发展现状的了解较少，存在一定

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直接感知、亲身体验是个人加深对事物了解的有效

途径。当一家人走进新农村时会发现和脑海中想象的农

村景象截然相反，从而使新农村社会、生活在城市家庭

的认知中更加具象化、生动化。例如在网红“麦小登”

的视频中既呈现了农村除夕夜话、初一拜年、过年赶大

集、小年夜团圆饭等传统佳节习俗，又呈现了制作手工

布鞋、制作铁锅等农村传统手艺。透过这些视频，农村

热闹的烟火气和乡亲邻里朴素和谐的景象一览无余，美

好生活在动静结合、时代与民俗结合的场域中得到生动

体现，在这种民俗中涌动的情感构建往往具有更大的吸

引力，引起了网络受众对农村生活的怀旧回忆与美好向

往。

3 对政府支持农村元素融于幼儿教育的建议

3.1 主导建构“学前教育为农”的舆情

从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上讲，舆情本身是民意理论中

的一个概念，它是民意的一种综合反映。舆情是具有偏

差性，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一些言论缺乏理

性，比较感性化和情绪化，甚至有些人会通过发表激烈

的言论来发泄情绪，通过相互感染，这些情绪化言论很

可能在众人的响应下，发展成为有害的舆论。

如今，一部人不仅不了解新农村同时也并不明白学

前教育为农的意义，由这种观念而生发出来的社会舆论

对农民本身是极其不利的。有学者指出，当多数人对农

民进行冷酷的、无知的、自私的界定时，农民就注定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5%AD%A6%E7%90%86%E8%AE%BA/432673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BB%9C%E8%88%86%E6%83%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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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受到藐视。

地方政府引导舆情的策略主要有：第一，通过提升

工作人员涉农舆情研判水平、建立“脱农”舆情预警机

构、建立多元联动的应急机制从而提升“脱农”预警预

判机制的路径有效性；第二，通过使用“学前教育为农”

舆情的工具包（官媒权威发布、信息和媒体管理、风险

沟通和信息封锁等）扩大“为农教育”受众群体基数加

强传播力、加快“为农教育”内容创新步伐扩大影响力、

通过坚持党管理媒体提升公信力等方面从而提升官方

媒体“学前教育为农”的舆论引导效能；第三，通过提

高对建构“学前教育为农”舆情工作的重视、组建舆情

专业智囊团、加强建构“为农”舆情技术的投入等方面

提高舆情管理团队监管水平；第四，以政府为主导、社

会主体协同、公众主体参与三种方式建立多元主体的

“学前教育为农”舆情引导机制。第五，从完善“学前

教育为农”负面报道处理机制、建立散布“脱农”舆论

问责机制。

3.2 为“涉农研学”项目提供优先审批与财税政策

研学旅行已经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水平上升到了

提高国民素质的国家战略高度，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素质

教育手段，正在逐渐兴起和推广。“涉农研学”的主要

特征是幼儿通过研究和探索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生

态方面的问题，对比农村旅游和种植体验活动更有教育

性，对比劳动教育更侧重的是教育活动要融有农村元素。

项目的审批会有比较漫长的审批时间，这对于还在

孕育期的“涉农项目”并不友好，为了促进“涉农项目”

的顺利开展，当地政府可针对“涉农研学”项目向幼儿

园等机构提供优先审批的通道。例如：相关部门可成立

专家组专门针对“涉农项目”进行审批以减少消极等待

的时间。

另外，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幼儿园和相关“涉农项

目”实践基地实施课题项目的资金比较有限，需要政府

部门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此外“涉农研学”项目不仅

在教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解决“三农”问题中

的农业购销体制不畅的症结问题具有一定作用。基于以

上两个事实，政府部门可以提供以下两个措施进行经济

层面的帮扶：第一，针对幼儿园提供一定的经济补贴，

为“涉农项目”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第二，针对“涉

农研学”实践基地提供创业补贴、减免税收政策还可以

提供官媒免费宣传企业产品的服务，继而帮助“涉农项

目”企业形成产供销链条，在一定程度上对解决农业的

购销体制不畅提供新的路径。

3.3 采取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发展“为农的幼儿教

育”

3.3.1设立课题解决“为农幼儿教育”中的困境

多种多样的问题构成了“为农的幼儿教育”困境。

设立课程和项目是有效解决困境的重要手段。

具体在农村元素融于幼儿教师的实践中，可提供以

下课题的主题（仅供参考）：幼儿园“为农”教育的困

境、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城市）幼儿园“为农”教育

的实践路径、乡村（城市）幼儿园开发“涉农研学”课

程的实践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中社会企业或机构为农服

务能力提升研究等等。

3.3.2举办课程开发和新农村经济知识的相关在园培训

由于幼儿园是将农村元素融于幼儿教育的主力军，

所以政府举办的相关培训主要针对幼儿园的相关需要。

针对幼儿教师们的需求，笔者以系统论的视角为其

提供建议。

以“兼容并包，学高为师”为聘任讲师的原则，聘

请高校“为农”课程建设研究者和“涉农”教育实践专

家为幼儿教师进行培训。高校研究者可以针对幼儿教师

在“为农”教育理论层面的缺失对培训内容进行逻辑严

密的顶层设计，“涉农”教育实践专家可以针对幼儿教

师在实践中需要长期性、个性化指导的需要，追踪式地、

个性化地为幼儿园在“为农”课程开展的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进行指导和完善。在两方讲师的配合下，将针对幼

儿园的需求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两方面螺旋式地进行提

升。

以“积极主动，踏实做事”为筛选学员的原则，筛

选幼儿园中对“为农”课程有兴趣且能够脚踏实地干好

任务的幼儿教师作为培训对象。依据“学习心理学”中

的“小步子”原则，相关部门可以将“为农”课程从源

起到结题划分为有逻辑的小步骤，通过每一步骤完成的

质量来筛选出有必要进行深入培训的幼儿教师，从而使

培训资源用得其所。

以“基于需求，动态调整”为完善培训内容的原则，

完善对幼儿教师培训的观念和实践层面的内容。根据本

次调查发现，幼儿教师在观念和实践层面都需要进行培

训。首先，幼儿教师在观念与认知层面需要培训以下内

容：第一，幼儿园“为农”课程资源开发、利用和共享

等相关知识性内容；第二，有关新农村的经济知识。其

次，在实践层面需要“一对一”地对幼儿园“为农”课

程进行个性化的指导。随着幼儿教师们对“为农”教育

以及课程开发理解的深入，培训内容需要依据幼儿教师

的需求及时进行调整。

以“做中学习，做中进步”为精进培训方式的原则，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9&CurRec=17&FileName=1022661124.nh&DbName=CMFD202301&DbCode=CMFD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9&CurRec=17&FileName=1022661124.nh&DbName=CMFD202301&DbCode=CM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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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进对幼儿教师培训的方式，使之在符合学习规律的情

况下，也更加适合幼儿教师的学习习惯。例如：“为农”

课程开发是一个过程，需要在“做中学”，那么除开传

统的讲授法、也可结合小课题研究等形式让幼儿教师对

“为农”课程开发的每一个流程有自己的理解。

以“兼听则明，导向改进”为评价培训质量的原则。

第一，在评价主体上尽可能选取多方利益主体对培训质

量进行评价，不仅是幼儿教师还可以是当地的农民或者

是当地的“涉农”企业经营者；第二，在评价标准上，

可以采用幼儿园已有的课程质量评价标准与“为农”元

素融入程度相结合的方式设置观测点进行评价。

3.3.3将“涉农项目”与幼儿园的需求和利益挂钩

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认为积极的反馈可以让

人获得良好的自我效能感，获得奖励是人对自身能力的

肯定。奖励越是符合被奖励人的需要就越能够达到强化

行为的作用。针对幼儿园的需要，可将获得优秀结项的

“涉农项目”与幼儿园等级评价标准的观测点、幼儿园

的补助津贴等挂钩，从而促进幼儿园申报“涉农项目”

的积极性。

4 结语

将农村元素融入幼儿教育，既是传承乡土文化、培

养儿童乡土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助力乡村振兴、推动

城乡教育公平的必然选择。针对当前存在的教师认知偏

差、资源开发能力不足、家长观念差异以及经济与政策

支持薄弱等问题，需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多方力量，构建

“幼儿园-家庭-政府-社会”协同联动的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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