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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当前我国幼儿园主题课程设计主要有主题内容"或概念#相关联导向'儿童学习与发展目标导向'儿童兴趣和经验导

向三种常见思路&经实践检验$这些设计都存在一定的局限$要么不能体现儿童的学习主动性和课程决策权力$亦或忽视了

教师课程参与的主体性&通过绘制兴趣图'概念图'材料图'活动记录图和发展目标图五步设计策略$不仅能解决当前主题课

程设计的困惑$还能实现幼儿园课程设计的动态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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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我国幼儿园主题课程设计的常

见思路及其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幼儿园教师在设计主题课程时$主要

表现为三种取向的设计思路$即主题内容"或概念#

相关联导向'儿童学习与发展目标导向'儿童兴趣和

经验导向&这三种设计思路为幼儿教师进行主题课

程构建提供了相对便捷的思维支架$帮助教师逐渐

从传统分科教学的理念转变为整合性课程理念$有

效地发挥了幼儿园各种形式教育活动的教育组合力

量$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幼儿的全面发展&但是$幼儿

园教育教学实践中$教师通过这三种设计思路设计

出的主题课程也逐渐显现出各种各样的操作性问

题&我们以*沙+为主题$通过对比以上三种设计思

路$分析其优点和局限性$构建出适合当前主题课程

设计的路径$能有效帮助教师进一步挖掘和体现主

题课程的内涵$学会根据主题课程设计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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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出动态的'开放的幼儿园主题课程&

#一$主题内容#或概念$相关联主题课程设计

思路

主题内容"或概念#相关联的主题课程设计思路

是以主题所涉及的相关联的内容为依据设计的相关

课程及活动&这种设计思路突出教师控制的相关

性$其优点在于由教师提供的课程对幼儿而言$所学

知识和经验体系性强&但是$其局限性也比较突出$

这种课程不能为幼儿提供整合性的经验$而是把课程

的内容分解为特殊的概念片段$不能满足儿童学习和

思维发展的连续性&而且这种设计思路对教师的要

求比较高$教师需具有比较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

图
#

!

主题内容#或概念$相关联主题课程设计网络图

#二$儿童学习与发展目标导向主题课程设计

思路

这种设计思路是根据儿童学习与发展目标为架

构拓展的相关课程$突出教师依据目标主导的全面

性&以儿童学习和发展目标为导向的活动$幼儿教

师需要非常熟悉并灵活掌握幼儿园五大领域内容架

构及其内涵'目标等&这类设计思路的优点是幼儿

所学知识和经验体系性强$学习领域相对均衡$能较

全面落实儿童学习与发展目标&

但是$这种课程不能为幼儿提供整合性的经验$

而是把课程按照学科界限分解成不同领域$不能满

足儿童学习和思维发展的连续性&所谓*连续性+$

是指幼儿能够持续数周保持对一个主题的兴趣&事

实证明$幼儿的学习和发展需要在一定时间段内连

续地'反复地刺激而习得$这就需要课程体现出在时

间上的连续性&一次集体教学活动结束$并不意味

着学习的结束$教师需要给幼儿提供可以进行连续

学习的机会$如继续在区域活动中验证集体教学时

学到的观点和经验$或在家庭教育中延伸&事实证

明$若要幼儿持续数周对一个主题感兴趣$这个主题

必需来自于幼儿自己的想法或是经验$教师要引导

幼儿自我建构课程$使学习发生在真实的和现实的

情景中$教师要能为幼儿提供整合性的经验而不是

把课程内容分解为特殊的概念片段&这种建构课程

的方法以幼儿的兴趣为基础$因而能为幼儿创造动

态的'有价值的学习机会$而目前我国的课程多数体

现为教师控制的连续性&

图
!

!

儿童学习与发展目标导向主题课程设计思路

#三$儿童兴趣和经验导向主题课程设计思路

这种设计思路是以儿童在活动过程中的兴趣和

经验的连续性为线索生成的课程&以儿童兴趣和经

验设计的课程注重幼儿思维建构的连续性&其学习

的连续性和主动性得到尊重$有利于幼儿对自己的

事情承担责任$能够使其追随自己的思维和行动的

线索而不致遭受阻碍和形成对于成人的过分依

赖,

#

-

!课程发展的结构隐含丰富的教育价值$促进儿

童学习品质的发展&

但是$由于同一年级甚至同一个班级的幼儿经

验差距大$生成的课程很有可能仅是个别儿童学习

的方向$教师处理不当$就可能完全追随个别儿童的

意愿$有可能造成其他儿童经验缺失$所学经验零

散,

!

-

&不但如此$这种设计与组织课程的方式$对教

师专业性要求极其高$要求幼儿教师能敏锐地观察并

记录幼儿行为$挖掘其行为背后潜在性经验的发展$

从而整合经验并能提供相关新课程'扩展新经验$灵

活将幼儿园生成的活动纳入长期的指导计划中&

从以上的设计思路分析中不难看出$三种设计

思路均无法满足课程需求的全面性$常常出现要么

满足教师课程决策权$但忽视幼儿的课程决策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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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现幼儿课程决策权力得到保障$但却弱化或忽

视教师的引导作用&因此单纯探索某一种静态地主

题课程设计模式很可能无法满足课程的全面性$教

师需要系统思考一种动态生成的课程设计路径$既

能满足幼儿的课程决策权力$又能体现教师的课程

决策权力和指导作用&

图
%

!

儿童兴趣和经验导向主题课程设计思路

!!

二"动态化幼儿园主题课程生成的路径

我国当前几种常见的主题课程设计思路$常常

被教师视为*课程蓝图+$教师将精心设计出的蓝图

等同于课程计划$进一步落实于每日执行的课表或

一日流程中$保障幼儿园各类活动能围绕主题有效

开展&但是$这类课程最大的弊端在于把即将实施

的课程静态化$无法及时满足儿童在活动中生成的

新问题&而我们提倡的课程是动态的'持续发展的$

永远不会被完全预测的课程&课程应该是一个有机

的过程$从真实行动中或互动中发展而来$但是又能

足够地体现教师的引导性&

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一种静态的'等同于

课程计划的课程网络结构图$而是一系列体现教师

和儿童双主体的课程发展潜在性的网络图&以下五

个图显示了动态化'可持续的课程设计的路径&分

别是兴趣图'概念图'材料图'活动记录图和发展目

标图&兴趣图'材料图勾画的是课程发展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既包含了教师的课程决策$又能体现儿

童的课程决策权力!活动记录图是真实的活动开展

过程的记录$帮助教师和儿童更好的识别和记录自

己已经经历过的活动和生成的新想法$并为后续活

动提供思路!发展目标图是教师根据儿童已经开展

的活动而实现的目标的分析图$帮助教师检查儿童

所有发展领域以及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是否在活动

中有所实现$同时有利于教师向家长展示儿童在主

题学习过程中的成效&这样还能够帮助教师开发更

丰富的活动$以满足儿童全面发展的目标&

#一$兴趣图

绘制兴趣图"图
&

#是动态主题课程生成路径的

第一步$与其说是*绘制+$不如说是*倾听并记录+&

即倾听并记录儿童关于主题最初的想法$尝试分享

儿童关于主题的问题和兴趣&这个过程应该是开放

的过程$包括教师为儿童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有利

于儿童畅所欲言'相互启发$教师在这个环节不需要

对儿童的任何想法做出评价$以便儿童能不受限制

的自由表达&记录的过程可以由教师完成$也可以

鼓励儿童将其想法通过绘画'符号'图片或文字等多

种形式记录&兴趣图集中体现的是儿童关于主题的

课程决策权力$也尊重了儿童课程决策的优先权&

教师通过认真倾听和记录$可以摸清并挖掘儿童关

于主题的潜在经验$使后期的课程设计能满足儿童

的需求&

#二$概念图

概念图"图
C

#是动态主题课程生成路径的第二

步&概念图是教师根据设计课程路径的第一步$在

对儿童关于主题内容的兴趣和问题等搜集和整理的

基础上$再结合教师自身对主题的理解$以及教育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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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兴趣图

学目标设计的主题内容相关概念网络图&主题内容

相关概念网络图不是课程计划$它反映的是教师对

于潜在的概念的认知及可能开展的活动的先期思

考$能够对教育教学活动产生很大的支持作用&主

题内容相关概念网络图不仅体现了儿童参与课程决

策的权利$也保障了教师对课程引导的作用$使得课

程成为教师与儿童共同*编织+的课程&

图
C

!

概念图

#三$材料图

根据概念网$教师接下来可以将概念探究过程

中所需要提供的材料'情境等保障条件以网络图的

方式呈现出来$以便教师能全面思考和构建儿童的

学习机会&当儿童接受到多种多样的媒介$并鼓励

他们运用多种方式使用媒介思考和体验时$就可能

产生更多元化的生成课程$这个过程同样也鼓励教

师为儿童的兴趣生成更多的课程方案&当前很多幼

儿园教师设计课程的思路是根据现有材料设计相关

课程$或根据某一固定主题设计相关材料$这些做法

最终都会导致课程的封闭$即活动结束就意味着课

程在时间'空间上$包括儿童的后续思考方面也告一

段落&与当前常见的课程设计思路相比$绘制材料

图更能体现出课程的开放性$因为$教师不需要限制

儿童使用材料的方法$儿童使用媒介的方法也是不

可预测的$儿童可以通过接触更多开放性材料引发

新经验$使课程走向开放&不仅如此$设计材料网络

图为教师准备材料提供了可操作的思维支架$能很

好地帮助教师围绕主题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情境&

图
F

!

材料图

#四$活动记录

接下来这个过程主要是儿童参与课程实施的过

程&在这个步骤中$儿童只需要根据教师事先提供

的材料探索即可$教师无需限制儿童使用材料或媒

介的方式$只需要在必要时给予一定的干预$引导儿

童产生更为多样化和高水平的学习经历&教师的重

点工作在于倾听'观察和记录儿童在所提供的材料

和媒介的基础上开展了哪些活动$并进一步思考还

需要提供哪些新材料或开发哪些新课程&这个活动

实施的过程体现出教师对前三个步骤的反刍$教师

可以及时更新和丰富原有的兴趣网'概念网和材料

网$使课程成为动态发展的系统&不仅如此$记录和

整理学习活动经历$有助于儿童回忆和理解自己学

习的过程$让家长也更好地了解儿童学习进展&记

录记得越好$教师就能拥有更多的证据进行思考和

设计$就会避免当前完全以儿童兴趣和经验为导向

的活动产生的问题&

#五$发展目标图

发展目标图是教师根据儿童在开展的活动过程

中通过观察和记录儿童行为$并进一步分析该行为

能够促进儿童哪些潜在性经验的习得和学习发展目

!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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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注意沿用
CBA

岁儿童体育课程评价的方式方

法$深入发挥好鼓励性评价与纠正性评价的教学反

馈价值$全面提升儿童的体育课程学习效果$促进儿

童的动作发展与健康成长&

四"结语

CBA

岁的儿童处于体育教育的特殊时期$一方

面$相比于更低龄的儿童而言$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

体育基础$肢体动作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另一方

面$与小学生相比$他们又或多或少存在着欠缺与不

足&换言之$他们正处于幼小衔接的关键阶段&教

师在体育教育中不仅要重视儿童的动作发展$更要

重视课程教育的衔接性$使幼儿园教育与小学教育

紧密关联起来$特别是要在目标'内容'方法'评价上

衔接起来$全面提升体育课程在动作发展中的作用

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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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落实$并由此而绘制出来的网络图&发展目标

图能帮助教师检视并权衡儿童在主题探索过程中发

展了哪些经验和尚待发展哪些经验$目的是促进儿

童的全面发展&发展目标网络图的完成并不意味着

主题课程的评价与终结$而更多的是帮助教师进一

步丰富主题课程$反思并改进先前教育教学行为&

图
A

!

发展目标图

以上内容展现了主题课程设计路径的五个步

骤$这五个步骤体现了主题课程设计的动态化'可持

续发展性$各个环节环环相扣$每个环节都是开放性

的$在任何一个实施环节中都有可能再次丰富先前环

图
$

!

主题课程行动循环路径图

节$使课程不断向丰富和深入发展$见图
$

&不难发

现$这种课程设计路径为儿童也为教师提供了学习和

成长的机会$也使主题课程变得更加鲜活和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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