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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汇

□包亚燕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全面推进幼儿园课

程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建议：分类建设园本化课程，第一类是对经

省级及以上教材审查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

师指导用书和课程资源，根据本园幼儿、教

师实际及资源状况，进行园本化改编；第二

类是有条件、有积累的幼儿园可以在明确的

课程理念指引下，借助相关资源，形成真正

适宜、有效的园本课程。事实上，对于大多

数基层幼儿园来说，独立建构完整的幼儿园

课程具有一定困难，他们需要借助“地方课

程方案”或“省编教材”，结合自己的实际情

况，在实践中逐步构建适宜的活动环境，开

发更多的教育活动，形成真正适合本园的课

程体系。在我看来，这些幼儿园目前能够做

的应该是对当下正在使用的浙江省编《幼儿

园课程指导》进行以下适宜性的改编。

第一，解读教材，对主题核心的适宜性

把握。这是省编课程园本化的一个首要条

件，主要包括一是主题目标的适宜性定位，

这需要教师以《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为依据，分析当下儿童的发展情况，再修

订适切的主题目标。二是主题内容的适宜

性分析。尽管《幼儿园课程指导》在主题内

容的编排上考虑了儿童的年龄特点和相关

资源的利用，但有些资源不能够适合全省所

有幼儿园，因而在实施前有必要根据幼儿园

周边资源优势、师资水平，以及幼儿的兴趣、

需要与特点，进行合理筛选、增补与重组。

三是主题网络的适宜性架构。主题由一系

列的活动组成，其中既有集体教学活动，也

有区域活动及各类游戏。这些活动并不是

孤立的，而是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贯穿其

中的主线就是幼儿的学习与发展。在实施主题前，教师

要先研究并厘清活动与活动之间的关系和发展的脉络，

从中找到儿童学习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的经验及进一步

学习的需求，并作出顺应儿童需要的内容架构。

第二，关注需求，对主题课程的适宜性实施。本次

《指导意见》特别提出，要确立儿童发展为本的课程定

位。可见，我们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要关注儿童在做什么，

而不是教师在教什么。教师要明确，即使是预设了对儿

童发展有意义的内容，但在课程实施中也一定要尊重儿

童的探索过程，把知识还原为儿童的经验，让课程真正回

归儿童的生活。为此，我们需要让课程的实践融入幼儿

的生活、游戏中，使其成为课程的生长点；我们需要顺应

儿童的兴趣进行延伸与拓展，把握课程活动中出现的新

事物、新情况，适时对原定方案进行修正和调整，使其更

利于儿童发展；我们还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发现儿

童所遇到的困惑，并依据自己的专业素养作出准确的价

值判断，由此在师幼的双向互动中推进主题的深入实施

或生成新的主题。

第三，追随发展，对主题行进的适宜性评价。随着课

程园本化的不断推进，教师应该思考这样的“园本化”是

否适宜？有没有给儿童带来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更大的发

展空间？而这就需要我们借助适宜的评价来作出判断，

并在评价中追随儿童的发展。这种评价更像是一种“诊

断与改进”，它指向问题的改进和课程质量的提升。

（本文作者系平湖市教师进修学校幼教教研员、省特

级教师）

适
宜
性
改
编
，让
课
程
更
贴
近
儿
童

□本报记者 朱 丹

见到吴美琴的时候，她正蹑手蹑

脚地走进小班教室，悄悄地在午睡室

门口张望。“虽然才入园第二天，但孩

子们普遍适应得不错，哭声明显减少

了……”确认过小班新生的午睡情况

后，她这才放下心来。

吴美琴是磐安县尖山实验幼儿

园园长，也是2018年浙江省农村教师

突出贡献奖获得者之一。有人说，她

的心很大，大得可以装下幼儿园所有

的孩子和教师；而她却说，自己的心

很小，小到只够“容下”这所山区幼儿

园。从教24年，吴美琴未曾离开过农

村，尤其从8年前加入学前教育以后，

那颗“守望童年”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尖山实验幼儿园远离磐安城区，

位于该县海拔较高的山区。吴美琴

告诉记者，过去由于地处偏远，当地

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匮乏，公办幼儿园

比例偏低，师资水平、办学质量也不

高。2011年，当地政府开始筹建乡镇

幼儿园，打破了学前教育“低、小、散”

的局面。正是那一年，吴美琴的身份

从一名乡村数学教师转型成为一名

学前教育工作者，成了全县第一所新

建乡镇公办幼儿园的园长。

“接到岗位调动通知时，我的内

心还有一些顾虑。”吴美琴坦言，尽

管过去 10 多年的经历让她对农村

教育有着切身的体会，但“隔行如隔

山”，对学前教育一无所知的自己想

要胜任这个岗位实属不易。不久

后，她在某个民办幼儿园看到的一

番景象令她打消了这种顾虑：在矮

小的平房里，几十个孩子被“圈养”

在里面，没有教育资质的“教师”带

着孩子们恹恹地在室内度过一日生

活，而唯一的户外活动空间竟是湿

滑的泥土地……

“如果乡镇公办幼儿园建成了，那

这些孩子就可以享受到好的教育资源

了。”2011年6月，吴美琴带着这份朴

素的念想来到了在建的幼儿园工地。

只是，眼前的一切让她有些难以置

信。“规划中的3幢楼，只有一幢初步成

型，甚至还未结顶。”她回忆。面对这

个“早产儿”，她并没有打退堂鼓，而是

起早摸黑、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开园准

备中。为了能在当年9月1日顺利开

园，她还与同事们入门入户开展招生

工作，动员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报名。

办园前3年，该园一边规范办园，一边

加紧施工，每年启用一幢楼。在这样

的环境中，她带领新组建的团队，既当

教师，又当清洁工、搬运工，最终完成

了高强度的开园工作，使幼儿园迅速

步入发展正轨。

近年来，幼儿园规模不断扩大，

班级数已经从开园时的6个扩至现在

的18个，生源也从原先的200多名增

至现在的500多名。其间，吴美琴几

乎没有休过假，每个暑假都时不时

地往幼儿园跑。平时，她则是“以校

为家”，每周日晚上在幼儿园住下，直

到周五晚上才离园。曾有人称她是

“大山里的留守教师”，她这样回应：

“我愿扎根在农村，因为孩子们淳朴

的笑容给了我神奇的力量。”

身为园长，吴美琴深知，办一所

老百姓满意的幼儿园，光是做好规范

化办园工作远远不够，还需要提升幼

儿园的教育质量。立足幼儿园实际，

她提出了“守望幸福，静待花开”的办

园理念，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幸福、阳

光、健康、自信地成长。为了让理念

落地，她和教师团队开启了“幸福教

育”课程建设之路。从2015年至今，

他们在实践中逐渐改善课程实施方

案，初步形成了3类课程内容，包括源

自一日生活的基础性活动，依循四季

变化而开展的共同性活动和以幼儿

足球、健身操为抓手的特色活动。其

中，本土资源在各个课程活动中发挥

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如当地非物质文

化遗产“竖大旗”被融入运动之中，再

如乡土美食成为该园“夏之味”美食

节的“主角”。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她总是对教

师们说：“‘幸福教育’不是靠嘴巴说

的，而是要我们蹲下身去关注每一个

孩子的需求。”为此，她一有时间就走

进教室，融入到孩子们的游戏与生

活之中。“我是园长，更是教师。”在她

看来，园长更要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

平，与教师们一起努力成为专业的儿

童研究者。事实上，这对曾是“门外

汉”的吴美琴来说，需要耗费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过去8年，她从零开始，

持续地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幼儿园一

日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学习如何开展

主题活动，琢磨环境创设如何与课程

实施相结合等。

□本报记者 朱 丹

“欢迎你成为一名‘小小探索家’。”

连日来，临海市实验幼儿园迎来了许

多新面孔。未来3年，这些新入园的

孩子将在该园的“小小探索家”课程中

体验探索的乐趣，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获得成长。

“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是临

海市实验幼儿园的办园理念。“对于幼

儿来说，虽然他们的思考和行动在目

的性、计划性、系统性上都处于萌发阶

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缺乏对生

活的关注、设计的创想、制作的兴趣。”

园长黄志华介绍，为了让幼儿在真实

的情境中学习与探索，该园自2015年

创办以来尝试摸索基于STEM教育

的项目活动，并逐渐形成了“小小探索

家”园本课程。

“baby小厨房”、木工坊、织造坊、

百果园、小动物养殖园……在临海市

实验幼儿园，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是孩

子们开展项目活动的场地。那么，课

程中的项目活动究竟从何而来？“项目

活动可以基于孩子们的‘共同经验’，

也可以来源于幼儿的兴趣，更加可以

是幼儿一日生活中碰到的‘真问题’。”

黄志华举例说，大棚里的草莓每天要

浇水，可现有的水壶够不着，于是孩子

们便自主商量制作了一把合适的浇水

器。其间，孩子们小组合作解决如何

固定材料、如何使用工具等问题。在

测试浇水器时，他们还遇到了水管不

够长、水枪吸不上水等情况。“新问题

的发生一环紧扣一环，连续不断解决

问题的过程就是STEM教育实施的

过程。”负责这一活动的教师叶星星

说，孩子们在经历设计、实施、测试、分

享等环节的同时，学会了如何思考、如

何提问以及如何质疑。

“事实上，项目活动的开展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幼儿的兴趣，尤其表现在

活动前期。”黄志华告诉记者，由于幼儿

注意力的稳定性较弱，同时受外界因素

的影响较大，因而在项目活动的开展过

程中幼儿往往会出现注意力转移的现

象。对此，教师要不断地进行记录、整

理与反思，如“幼儿的兴趣点是否发生

了转移”“是否有新的探究点生成”等。

在一次消防演习时，大班孩子在

近距离接触消防车后，萌生了自己设

计一辆消防车的念头。孩子们说做就

做，围绕“消防车”的探究持续了整整

27天。在第一个阶段，幼儿用各种方

式分享与主题有关的经验，教师从中

了解每一个孩子的“前经验”；在第二

个阶段，孩子们自主分成了“制造消防

车”“角色扮演”和“消防站搭建”3个

实践小组，通过实地参访、游戏探究、

交流分享等多种方式进行自主探究；

当活动进行到的第三阶段时，教师则

给予孩子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分享自

己的学习成果。

在黄志华看来，孩子们能进行如

此深度的探究，离不开教师不着痕迹

的支持与引导。“与教师预设的主题活

动有所不同的是，项目活动注重孩子

在真实的体验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进而解决问题，并始终保证孩子在学

习探究中的主体地位。”她坦言，这对

教师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在“小小探

索家”课程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团队从

转变自身角色开始，从孩子的身前退

居到孩子的身后，力求给孩子创设一

个宽松的心理环境。

随着课程的推进，教师们逐渐意

识到STEM教育是一种融合教育，往

往涉及各方面的知识，单一领域的学

科知识已经无法满足孩子发展的需

求。为了准确地判断幼儿探究方向的

价值，预测幼儿研究深度以及适时给

予支持，他们把通识性的知识储备作

为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除此之

外，该园教师还常常借助外力来延伸

项目活动的内涵。黄志华说，在开展

中班项目活动“world电影节”时，孩

子们十分期待拍摄电影这个环节，但

要布置一个电影拍摄现场无论是对孩

子还是对教师而言，都十分陌生。基

于这样的现状，教师们干脆把电影制

片厂的工作人员请进幼儿园，还原真

实的拍摄场景供孩子们观察、探索。

本报讯（通讯员 徐潇菲 刘
玉苏）新学期新气象，幼儿园的教学

楼及教室如何“装扮”？近日，江山

市清湖镇实验幼儿园改变以往教师

一手包办的形式，把环境创设这项

大工程交给幼儿，让孩子们共同制

订不同区域的活动规则，自主准备

材料并进行布置。

经过教师与幼儿前期的商议，

该园确定了每个年龄段的环创主

题，如托班幼儿以“我的娃娃家”为

主题、小班“我爱我的新教室”为主

题，而中大班的主题则是“教室环境

我来创”“我的新家长什么样”“区域

创设一起来”等。针对不同主题，孩

子们一起讨论布置教室所需要的材

料，并在园内外展开材料搜集。其

后，他们来到户外写生，创作自己心

目中的“新家”。根据图纸和材料，

孩子们分工合作，动手布置教室里

的各个活动区域。与此同时，孩子

们还分组讨论区域规则，由小组长

记录讨论结果并进行分享。

吴美琴：大山深处的“留守教师”

编者按：
第34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今年的主题为“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即日起，本

版将陆续报道一批爱岗敬业、师德高尚、潜心育人的幼儿教师。

“小小探索家”是这样炼成的

日前，义乌市国贸幼儿园开展了“节约每一滴水”主
题活动。该园通过给幼儿讲解水知识、讨论生活中的节
水方法、带孩子们去水库写生等方式，参与节约用水实践
活动。图为幼儿用淘米水给植物浇水。

（本报通讯员 方笑娟 摄）

近日，长兴县张家村花园幼儿园迎来了一批
娃娃“新兵”。该园组织100多名大班幼儿开展“我
是小小少年军”体验活动，培育幼儿的国防意识。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何庆华 摄）

娃娃“新兵”来了

江山这所幼儿园把教室交给孩子“折腾”

“我的安全标志会说话”

本报讯（通讯员 邹丽君 徐妍芬）“防溺水，我知道”知

识问答、学习安全小常识、上一堂安全课……新学期伊始，湖

州市仁皇山中心幼儿园安全教育先行，开展了“安全第一课”

系列活动。

该园根据不同年段及班级的情况，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

题活动。其中，大班教师与幼儿一起开展了一场别出心裁的

“会说话的安全标志”实践活动。孩子们巧手自制安全警示

帖，排查活动时可能会发生危险的地方，贴上自己的“安全警

示帖”，以此提醒其他小朋友“这里有危险，请当心！”中班幼

儿则和安全标志玩起了“安全对对碰”的小游戏。孩子们自

由组队，在掌握自己佩戴的安全标志的同时，需要快速而准

确地找到与自己配对的小伙伴。小班幼儿和爸爸妈妈玩起

了“安全标志，我知道”的亲子游戏，对出自大班哥哥姐姐之

手的“会说话的安全标志”进行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