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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evaluation, our kindergarten sets up a

whole new evaluation strategy system, called“four methods & four impetus”, which focuses on the process and

mixes the pluralistic information, using four kinds of methods—story learning, case study, experience sharing

and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o as to help improve the kindergarten-based evaluation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study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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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园本课程评价存在的问题，在推进“泉州海丝文化”园本课程建设过程中,以“关注过程、多元融合”为导向，建立了学

习故事法、案例分析法、经验分享法、发展评价法等课程评价策略，优化了园本课程评价工作，助推园本课程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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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园本课程建设过程中，科学合理的课程评价是

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课程建设中的一

个薄弱环节。虞永平、彭俊英曾指出，幼儿园课程评

价就是在对幼儿园课程的计划、活动以及结果等有关

问题的量或质的记述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的过

程。幼儿园课程评价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主要有课程

评价的观念正在转变中、课程评价方式的经验化、课

程评价内容的窄化和微观化以及课程评价主体的单

一化等［1］。课程评价，有如“园长的痛”一般，困扰着

许多的园长。针对园本课程评价存在的问题，我园在

推进“泉州海丝文化”园本课程建设中以关注过程，多

元融合为导向，积极探索“四法四推”的评价策略，优

化了课程评价工作。

一、应用学习故事法，捕捉精彩，多方参与，
助推课程实施的深入推进

在园本课程评价过程中，我们借鉴和学习新西兰

“学习故事”评价法，找准了“学习故事”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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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学习过程中的“哇时刻”，引导教师运用专业知

识尝试识别幼儿学习行为背后的原因，提出支持幼

儿进一步学习和发展的有效策略，推动园本课程的

深入开展。

（一）聚焦精彩瞬间，树立鼓励欣赏的评价观

学习故事的评价方法侧重于幼儿学习的过程而

非结果，重视幼儿在学习中展现的学习品质而不是欠

缺不足，强调幼儿所能而不是“不能”［2］。我园借助“学

习故事”，聚焦幼儿学习过程中的精彩瞬间，教师以欣

赏的眼光观察评价孩子，促进孩子愉悦成长。在园本

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对“学习故事”的本质内

涵进行了系统学习，引导教师在真实的情景中捕捉幼

儿的闪光点、发现幼儿的积极体验，关注幼儿活动中的

兴趣点，记录幼儿学习过程中的魔法时刻。这种建立

在观察基础之上的叙事记录，基于教师的日常教学实

践，基于幼儿优势与兴趣，基于幼儿良好学习品质，帮

助教师树立起一种正向的评价观，从而以更加积极的

心态去鼓励幼儿、欣赏幼儿，发现幼儿，弥补了教师评

价幼儿学习与发展的不足之处。如在主题课程“聚宝

街探秘”中，孩子们在聆听了“天后宫故事”后，对“妈祖

娘娘智斗海怪”的故事感兴趣，生成了表演区的内容，

可是，每到要表演时，孩子们总是会为角色的分配而争

吵起来，原因是他们都喜欢扮演“妈祖娘娘”这一富有

正义感的角色，而“海怪”的这个负面角色总是被嫌弃，

没人愿意主动承担，因此就有了游戏前角色分配的冲

突。在一次观察中，老师发现了阿凯在扮演“螃蟹怪”

的时候不仅十分投入，还配上了一个“狰狞”的表情，这

个表情配上“快把你们的鱼虾交出来！”这句话，简直再

贴切不过！老师便把阿凯表演过程中的专注和富有创

造性的动作表征记录下来和孩子们分享，老师绘声绘

色的讲述令孩子们听得捧腹大笑，其欣赏肯定的言语

令大家不由自主地为阿凯的精彩表演鼓起掌来，原

本“螃蟹怪”的负面阴影顿时跑得无影无踪，阿凯的表

演顿时让“海怪”成为新宠，许多孩子纷纷表示，他们下

回也想当“海怪”。这既是课程发生过程中的寻常时

刻，更是孩子们学习过程的魔法时刻，聚焦这一精彩瞬

间，教师用鼓励欣赏的正向评价带给阿凯的是兴趣激

发，是积极体验。

（二）聚焦学习过程，树立科学识别的发展观

幼儿的魔法时刻总是伴随着学习的过程，如何识

别儿童学习，如何评价这个学习片断给孩子带来的成

长价值，如何把握幼儿行为背后的动机等，将直接影

响到幼儿的自我认识和健康发展。科学识别幼儿行

为，需要教师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幼儿的行为。如前

所述的主题课程“聚宝街探秘”中，一向内向胆小的阿

凯成功扮演了“负面角色——螃蟹怪”这一行为被教

师捕捉与识别之后，阿凯和孩子们都发生了悄然的变

化。孩子们对“海怪”的认识逐渐丰富和感性了，从原

先只有“大海怪”、“小海怪”，到“章鱼怪”、“鲨鱼怪”、

“鲸鱼怪”…大海里各种具体而形象的“海怪”应运而

生，同时还引发了他们对于“海怪”特征的讨论，章鱼

会喷出黑色的墨汁、鲨鱼直接张开大嘴吃掉小鱼等

等，每次的表演游戏，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大家首选的

角色就是“海怪”的角色。受到了同伴们的追捧，阿凯

渐渐自信起来了，他成为了孩子们眼中“最厉害”的

“海怪”扮演者，许多孩子都愿意和他一起商量“海怪”

的表演，阿凯和孩子们在合作表演、互动交往中有了

明显的进步。大家从刚开始的模仿表演，到乐意表

演，再到有创意的表演，整个过程孩子们的能力在发

展，快乐体验在增长。应用学习故事法，教师聚焦于

幼儿的学习过程，对幼儿的识别是：阿凯的表现让我

诧异，一个平时比较腼腆、胆小的孩子，能够在故事表

演中找到自信，而且还是一个不被看好的“负面角

色”，他的投入与专注，他的自信与淡定，这些品质一

定能够让他在今后的学习中向好发展。由此，教师树

立科学识别的发展观，使阿凯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地开

朗起来，自信起来了。

（三）聚焦家长回应，树立多方参与的主体观

学习故事除了基于教师的发现、记录以及与幼儿

的分享外，还融入了家长的参与。家长在“学习故事”

中能了解到幼儿的一些学习行为，能感受到幼儿的发

展进步，从而形成正确的教育理念，共同参与并推进课

程的实施。随着“聚宝街探秘”主题课程的不断推进，

孩子们已经能够创编出丰富的故事情节了，妈祖娘娘

“巧妙机智”地战胜了“狡猾贪婪”的各种“海怪”，情节

在不断演绎中。此时，教师与孩子一起回顾这些精彩

的故事情节，串成了“妈祖智斗海怪”的童话剧。阿凯

爷爷在老师分享了《阿凯的创意表演》这个学习故事之

后，对于儿童的一些学习行为逐渐理解和支持。对于

阿凯的进步，他的回应是：感谢老师对阿凯的关注和鼓

励，这个故事的表演让阿凯获得了自信，也让我们明白

了孩子的学习和成长不仅需要老师的慧眼观察，还需

要家长的支持参与，我们会陪着阿凯一起演好这个故

事。平时，在家里，爷孙俩时不时会来段“妈祖智斗海

怪”的故事表演，阿凯也会不断变换着各种“海怪”的角

色，兴致盎然。在自发表演的过程中，阿凯的语言表达

及动作表现等方面的能力得到了发展，也越发地自信

起来，爷爷乐了，为了让童话剧表演更加生动有趣，他

和阿凯一起制作了各种“海怪”的头饰和服装。从这个

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家长的积极回应与参与，既是

孩子成长的助推剂，也是课程深入推进的催化剂。家

长、教师与孩子等共同形成了多方参与的课程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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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二、应用案例分析法，发现问题，及时跟进，
助推课程方案的不断优化

案例研究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一种有效形式，也

是课程评价与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和学习故事不同

的是，它更多的是通过课程实施者对集体教学活动、主

题活动、区域活动、生活活动等幼儿一日活动中的某一

个片段或者幼儿的某一活动行为进行记录与分析，并

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不断改善课程方案，推进幼

儿发展。应用案例分析法，教师在案例分析过程中“边

做边学、边学边研”，在观察、分析、评价中发现问题、及

时跟进，提升园本课程的执行力。

（一）蹲下来观察，为科学评价提供支持

课程评价的目的是要优化课程，它需要教师在

活动中评价幼儿的兴趣、能力等是否能达到预期，分

析幼儿的学习与发展是否得到有效的推进，检视课

程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等。要收集与这些指标相关的

信息，就需教师展开深度观察，获取有价值的幼儿行

为表现，为科学评价提供证据支持，从而推进园本课

程的深入实施。教师可在实地观察的基础上辅以拍

照、摄像的方式，或用文字速记的方式简要记录，以

获取相关的信息。我园园本课程主题馆——“花灯

馆”一开张就受到了孩子们的青睐，在区域选择的时

候，很多孩子主动选择了这个区域。但是，教师发现

孩子们每次都是尽兴而去，失望而归。原因在哪

里？教师蹲下来进行观察，发现了问题根源，那就是

孩子们对于新开设的“花灯馆”虽有着强烈的好奇，

但缺乏“技术”支撑，他们不熟悉花灯基本制作流程，

面对丰富多样的新材料，不知道该从何做起。当老

师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便增加了一块活动版面，设

置了“花灯的制作流程”、“碰到的问题”、“解决的方

法”、“花灯分享”等的内容，这些内容的设置，有如一

个解决困难的支架，“花灯的制作流程”帮助孩子们

了解花灯制作的步骤方法，“碰到的问题”和“解决的

方法”为孩子们提供了所碰到问题的解决策略，“花

灯分享”则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作品的机会，一

学期下来，孩子们对花灯的制作兴趣高，制作出了许

多富有创意的作品。教师的观察，为科学评价“花灯

馆”的幼儿活动提供了证据，所采取的跟进策略，推

进了园本课程的深入实施。

（二）静下来分析，在反思调整中改进策略

教师既是课程的实施者，也是课程的评价者。当

教师捕捉到有价值的场景后，便需要静下心来对场景

进行分析，通过解读幼儿行为表现、兴趣需要等，反思

自身的教育行为，找到解决的策略，从而实现优化课程

的目的。如在《认识小鱼》主题活动中，教师预设了“鱼

儿真漂亮”“鱼儿真有趣”“鱼儿真美味”等三大方面的

内容，拟通过多样化的活动认识小鱼。课程伊始，教师

在自然角里投放的几条小鱼，引来了孩子们的兴趣，

“我喜欢那条红色的...”，“小鱼，你好！我想和你交个

朋友”，“小鱼，你饿了吗？”一群孩子围着自然角进行提

问，他们对这些游动的小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鱼，

你听见我们说话了吗”，“小鱼，你喜欢吃什么呀？”随着

观察的深入，孩子们的小脑袋里蹦出的问题越来越多，

到底哪些问题才是大多数幼儿感兴趣的呢？教师记录

下了幼儿感兴趣的话题之后，最后确定了“鱼儿真漂

亮”（外形特征）、“鱼儿真有趣”（生活习性）、“鱼儿真好

玩”（游戏体验）等几个话题作为活动的内容。这与教

师原先设计的三个话题有出入，教师原本预设的“鱼儿

真美味”活动内容，计划着让孩子品尝各种鱼肉制品，

但是幼儿天生就对小动物有着亲近感，这个“吃鱼、品

鱼”的话题无法引起孩子们的共鸣，因此，在这个主题

内容设置上，老师及时对“鱼儿真美味”这一版块进行

了调整。在这个案例中，教师通过对幼儿学习兴趣和

需求进行观察和分析，获取了相关的信息，在综合这些

信息之后及时调整了主题活动内容，从而使得内容设

置更加合理。

三、应用经验分享法，再现过程，梳理总结，
助推课程策略的调整改进

评价贯穿于园本课程建设的全过程，为了让教师

少走弯路，我们充分发挥园本教研中同伴互助及专家

引领的力量，开展课程方案和课程实施经验的交流分

享，让教师通过再现课程实施过程，梳理课程实施经

验，达到相互学习与促进，同时，借助专家引领，帮助教

师进行必要的课程分析与诊断。应用“经验分享法”展

开的及时评价，助推课程策略的调整改进。

（一）阶段梳理，分享经验

园本课程的实施过程是一个优化改进的过程，根

据课程推进的实际，我们定期举行阶段成果交流分享

活动，引导教师借助经验分享，展开多维度的评价活

动，从而推进园本课程的深入实施。如大班的“德化瓷

器”的主题活动中，教师围绕“如何追随儿童学习与发

展需要、如何整合利用多方资源、如何开展适时适度的

教师指导”等几个方面梳理出了一阶段来园本课程实

施的成效，这些成效通过经验分享，对其他班级主题活

动的开展起到了启发和借鉴的作用。同时，教师也就

“如何进一步支持幼儿的探究学习、如何在主题推进的

过程中进一步关注幼儿学习品质的培养”等方面提出

了自己的困惑和思考。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教师通

过自我研判，总结梳理好经验好做法，借助学园搭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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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平台进行展示分享，在同伴分享中互相启发互相

借鉴，实现共同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同伴互助，提出

园本课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惑问题，借助学园教研

力量，获得实践策略的支持，在提高自身的专业成长的

同时，形成互相协作的教研文化。

（二）专家引领，提升经验

随着园本课程的不断推进，学园充分发挥专家引

领的作用，做好园本课程建设的理论指导和课程实施

的分析诊断。首先，借助专家引领，帮助教师在了解泉

州历史文化的基础上选择课程内容。为了推进“泉州

海丝文化”园本课程的建设，我们邀请了当地的文史专

家，讲解泉州历史、实地考察各处古迹，在专家的指导

下从丰富的海丝文化素材中选取适宜的资源作为课程

内容。其次，借助专家引领，帮助教师在课程实施的基

础上把握课程方向。在课程实施之初，教师对课程的

理解往往比较零散、杂乱。经过专家引领，我们逐步梳

理出三个年龄段的课程内容，确定了由近及远的课程

内容安排原则，小班的“海丝”主题大多以“家”、“社区”

为主线的内容，中班则进一步拓展，从“家”走向了泉

州，引导幼儿开展德化陶瓷、永春纸织画、安溪茶叶、崇

武渔港等内容的探究，大班的视野则从泉州走向了对

海丝沿线国家的了解。第三，借助专家引领，帮助教师

在课程诊断的基础上提升课程经验。在课程实施的过

程中，专家参与对课程内容的选定、课程目标的确定、

课程方案的制定以及课程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和诊断，提高了园本课程评价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彰显

了评价促进课程实施的功能，真正实现了我国学者刘

志军教授提出的“评价是一种共同建构的过程”［3］。

四、应用发展评价法，科学检测，分析调整，
助推课程结构的平衡合理

每学期末，我们围绕幼儿发展目标，应用发展评

价法，对课程实施以及幼儿发展等情况进行评价。如

果说，学习故事、案例分析以及经验分享都属于过程性

评价的话，那么学期末的发展评价则是课程实施的结

果性评价。我们通过科学测评幼儿发展，反思课程实

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断调整

课程方案，助推课程结构的平衡合理。

（一）科学检测，查找问题和不足

园本课程开发是幼儿园自主进行的，对于它的实

施成效需要由园所进行自我检测。我园园本课程评价

主要包括“泉州海丝文化园本课程调查分析表”，其内

容包含了主题、区域、游戏等方面的调查和分析，引导

教师查找园本课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便今后

更好的改进和优化课程方案。同时也包括“泉州海丝

文化园本课程幼儿发展评价表”，引导教师通过日常观

察、情景游戏、观察谈话、操作探索等综合测评的方式，

在一种比较自然、轻松的状态下展开观察评价，获取具

有典型意义的行为表现，并通过测评数据的汇总和分

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对课程促进幼儿发展的优势及弱

势进行分析和建议。比如，在检测中我们发现了以“泉

州海丝文化”为主题的公共区游戏有效促进了幼儿语

言和社会性的发展，科学领域中数学认知能力在环境

创设和各类游戏中亦得到有效渗透，但是课程设置关

于科学探究方面的内容总体偏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幼儿科学探究能力的发展。

（二）分析反馈，促进调整和优化

通过检测形成的数据分析和意见反馈，对于优化

下一阶段课程的实施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针对

“泉州海丝文化”园本课程中幼儿科学探究内容偏少的

问题，教师在第二轮课题方案制定的过程中，需要适度

增加这些内容的学习和渗透，比如，“泉州木偶”的主题

活动中，教师把原本《学做木偶》从“做做玩玩”调整为

“科学小制作”，增加一些科学探究的成分，在《泉州十

八景——洛阳桥》主题活动中，教师结合洛阳桥特有的

伐形基础，带领幼儿探究伐形基础对洛阳大桥的保护

作用等，这些内容的增加，使得课程实施方案更趋合

理、科学，同时也形成了“评价—指导—发展”的良性循

环互动模式。

课程评价作为幼儿园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幼儿园教育活动的基本反馈机制，是深化课程改革、

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手段［1］。我园“泉州海丝文化”园

本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四法四推”的评价策略，

关注课程实施过程，对课程评价系统的建设起到了积

极的促进作用，有效克服了园本课程评价中存在的主

体单一、被动参与等问题，转而向多元、开放的良性发

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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