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立场”视阈下生成性课程的构建与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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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成性课程围绕幼儿兴趣展开，探索幼儿感兴趣的事物，与儿童立场有异曲同工之妙。本研究基于西安市A幼儿园生成

活动开展实际情况，通过调查研究提出儿童立场视阈下生成性活动构建的策略，从目标制定、内容选择、活动组织、活动评价四

个方面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实施路径论述，以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幼儿园生成课程体系的建构提供参考依据，促进幼儿

园课程多元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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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Generative Curricul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Children’s Standpoint”

—By Taking Xi’an Kindergarten A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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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enerative curriculum focuses on children’s interests and explores things that children are interested in，which is simi⁃
lar to practice from children’s standpoint.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generating activities of kindergarten A in Xi 'an，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trategy of building generative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s standpoint through investigation. The study al⁃
so talks about implementation path combined with specific cases from four aspects: goal setting，content selection，activity organiza⁃
tion and activity evaluation.Therefore the study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in kindergarten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and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scientification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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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幼儿园生成性课程是在尊重学前教育规律

的前提下，立足于儿童主动性发展，强调师幼

互动中动态性课程资源的开发及利用，力求教

育的预设与儿童生成协调发展的教学活动［1］。

儿童立场视域下的生成性活动建构强调儿童

的兴趣与需要，是教师在课程目标制定、内容

选择及活动的组织、评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随着学前教育发展的全面改革与深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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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课程理念和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理念也不

断更新和重构。“教师要善于发现幼儿感兴趣

的事物、游戏和偶发事件中所隐含的教育价

值”［1］的观点在多地的学前教育相关政策中得

到支持与肯定，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

展开探究，但研究结果仅代表某一地区的研究

现状，且多集中于教师视角下的园本课程建设

的探讨，以儿童视域下的生成性活动的建构与

实施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因此，本研究

对西安市A幼儿园所开展的生成性活动进行调

查研究，以深入剖析儿童立场视阈下生成活动

的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提出具有实

操性的实施路径。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观察法、访谈法。

以质性与量化结合为原则，力求研究过程的客观

真实。

（一）问卷法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该园教师关于生成性课

程的开展情况，研究者决定对不同教龄、学历及

所教年龄班的幼儿教师发放调查问卷——《生成

性课程活动开展的调查问卷》，从课程目标制定、

课程内容选择、课程活动的组织及课程评价四个

方面进行调查。自编问卷共有20个题项，问卷采

用Likert—5级评分法进行计分统计，包括完全不

符到完全符合等5个渐变过渡的选项。研究对象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自我评价。最后，问卷

的数据处理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见

表1。
表1 参与问卷调查教师信息

学历

分类

高中或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合计

人数

0

5

37

0

所教年龄班

分类

小班

中班

大班

37

人数

12

13

12

教龄

分类

3年以下

4-6年

7-10年

11-15年

15年以上

人数

7

6

2

7

15

（二）观察法

本研究将教师选择与建构生成性活动事

件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小、中、大三个班型

各3个年级，共9个班级，每个班各观察3名教

师（三教轮保），总计参与观察研究的教师 27

名。因此，采用事件取样法对这 27（3×3×3）

名教师的行为事件进行观察分析和记录，见

表2。

本研究采取了非参与型观察的方法，进入

教师的工作现场，观察教师真实发生的行为，

并随时根据这些行为进行发问，并采用笔录、

录音或录像（征得了教师同意）的方式进行记

录。

表2 参与观察教师信息

年龄

分类

25岁以下

26-30

31-35

36-40

40岁以上

合计

人数

14

5

4

3

1

27

学历

分类

高中或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人数

2

3

19

3

所教年龄班

分类

小班

中班

大班

人数

9

9

9

教龄

分类

3年以下

4-6年

7-10年

11-15年

15年以上

人数

14

10

2

1

3

（三）访谈法

访谈法用以弥补观察法无法有效深入了解

的不足，做到及时沟通、准确记录并事后对访谈

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处理，见表3。

表3 参与访谈教师信息

访谈对象

A1

A2

A3

B1

职务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学历

本科

研究生

研究生

本科

教龄

5年

5年

4年

4年

年龄段

小班

小班

小班

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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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B2

B3

C1

C2

C3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教师

本科

研究生

本科

本科

本科

4年

5年

3年

4年

4年

中班

中班

大班

大班

大班

研究以分层抽样的方法从参与观察研究的

27名教师中选定不同年龄班的教师3名，每个年

龄组的教师人数均为3人，共9名访谈对象，见表

2-3。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研究对该幼儿园教师在开展生成性课程

活动的总体情况展开进一步分析，然后对不

同教龄、年龄班和学历教师的差异情况进行

探究。

（一）生成性课程活动总体情况分析

首先，本研究对生成性课程活动的总体情况

进行分析，然后对各维度的具体情况展开进一步

具体探究。

通过考察发现其总体及各因素题项得分均

在3-4分左右，表明该园在开展生成性课程活动

的水平较好，具体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4。
表4 生成性教学活动总体及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维度名称

生成性课程目标的制定

生成性课程内容的选择

生成性课程组织的实施

生成性课程活动的评价

最小值

6

7

6

6

最大值

10

7

6

6

平均数

8.3243

9.2432

7.7027

8.432

题均得分

4.270

3.94

3.39

3.96

标准差

1.425

0.895

1.175

1.015

通过表4可知，目标的制定和评价得分最高

（题项得分分别为4.27和3.96），相比其他方面的

平均得分高出0.1—0.81；生成课程内容的选择

项目得分其次（题均得分为3.94）；生成课程组

织的实施得分最低（题项均分为 3.39）。这表

明，课程内容的选择是教师在开展生成性课程

过程中的短板；组织与实施环节成为仅次于前

者的薄弱环节。

（二）生成性课程活动目标制定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该园生成性课程活动在目

标制定不同维度的具体情况，研究通过整理回收

信息，得到数据如图1所示。

5
4.5
4

3.5
3

2.5
2

1.5
1

0.5
0

题
均

得
分

情
况

立足儿童兴趣 考虑课程价值 合理生成目标
4.1 4.562 3.38题均得分

图1 生成性课程活动目标制定情况

结果表明：该园教师在制定课程活动目标

过程中，能较好地考虑课程价值（得分最高为

4.56）、立足儿童的兴趣（得分相对较高为4.1），

在合理把握预设与生成课程目标方面得分最

低（得分为3.38）。这个结果与我们访谈中的内

容也较为一致。当问到：“您认为在制定生成

性课程活动目标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的问题

时，该园的一位教师的同研究者这样谈到：“在

制定目标之前，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要立足儿童

兴趣同时也考虑实现课程价值，也应该给生成

性目标预留空间，但是在实际的教育情境中又

非常难把握灵活生成与预设目标的尺度。我

上学的时候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生成性课程，

每天面临的各种检查和临时性任务比较多，没

有多余的精力潜心去思考孩子真正的兴趣与

课程价值如何更好地结合。”（访谈教师编号：

C3，2021.10.13）

由此可知，得分并不能完全反映教师在制

定课程目标的真实情况。通过访谈发现，制定

课程目标立足儿童兴趣仅是教师在意识中的

惯性思维，并未真正贯彻落实到日常的课程活

动中。

（三）生成性课程内容的选择分析

课程活动的内容是实现目标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实践环节。研究从儿童兴趣、儿童生活和社

会要求三方面对生成性课程内容的选择情况进

行考查。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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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均
得

分
情

况

4.5
4

3.5
3

2.5
2

1.5
1

0.5
0

题均得分
儿童兴趣 幼儿生活 社会要求

3.44 4.41 3.4

图2 生成性课程活动内容选择情况

课程内容选择方面能充分考虑幼儿的生活

经验（得分最高为4.41），对于幼儿的兴趣和社

会要求的得分情况较为相近（二者相差仅0.01

分）。可见，对于儿童兴趣与社会要求两方面的

平衡度把握较好。“从学习这个专业以来、从开

始任教以来确定课程活动目标一直坚持的原则

就是来源于幼儿的生活，让他们能够听得懂、愿

意参与这是最基本的专业素养，但是，如何选取

生成性的具体内容来实现课程目标确实让我们

大多数老师头疼。”一位教师（访谈教师编号：

A1，2021.10.10）在接受访谈时这样谈到。

观察记录一 2021年10月20日

在一次户外生成性课程活动中，幼儿Q与小

伙伴开始对树叶的颜色产生兴趣，而幼儿W与她

的同伴则对地上的小蚂蚁感兴趣。持有不同兴

趣点的两组儿童均是生成性课程内容的重要参

与者，Z教师忙着两边回应却不知该先从那一方

面入手将其升华为生成性课程的内容，只能无奈

之下要求儿童保持安静……

通过以上观察记录可知，教师不太能够把握

师幼互动中教师与幼儿的平等关系以及边界的

平衡，对班级的常规秩序较为关注，留给儿童的

话语权与探索的空间有限。

可见，在生成性课程内容选择方面，教师在

观念意识层面知晓相应的理念知识，但是，在实

际的教育情境中缺乏专业敏感性，未能较好将幼

儿兴趣融入生成课程内容。

（四）生成性课程活动组织与实施的分析

由表4可知，生成性课程活动组织的实施状

况在几个维度当中的得分处于偏低的水平，在参

与调查的37名教师中题均得分为3.39分，教师在

生成性课程活动组织与实施的过程中所具备的

专业素养与实践经验相对不足。

生成性课程活动的组织与实施是实现课程

价值和儿童发展的重要环节，其顺利开展离不开

教师的观察与指导、环境的支持和儿童的共同参

与。当问到“您在开展生成性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环节之前，是否对幼儿进行相应的观察及相应经

验准备和物质准备？”其中，24.48%的幼儿教师选

择“基本符合”；5%的幼儿教师选择“完全符合”。

见图3。

5%20%

35.52%

24.48%

15%

完全符合

基本符合

一般符合

不太符合

完全不符合

图3 生成性课程活动组织与实施状况统计图

在访谈中一位教师坦诚地与研究者讲到“生

成性课程互动要求最大限度的尊重儿童的兴趣

和需要，相比较传统的课程组组织与实施其灵活

性相对较大，对很多教师来说是有难度的；有时

为了能够完成既定课程任务会无法更好地兼顾

幼儿的兴趣”。（访谈教师编号：C1，2021.10.16）另

一位教师对同样的问题补充道：“平时既要管好

班级常规、又要对新的园本课程进行学习和研

讨，老师们花在观察儿童行为的时间是不够的，

这也容易导致老师们在组织和实施课程活动的

过程中留给儿童自主思考、探索的空间很有限。”

（访谈教师编号：A2，2021.10.16）这样的问题在观

察记录一中也得到了应证。

观察记录二 2021年10月22日

G 教师在开展小班教学活动《车轮的秘密》

中，向幼儿提问：“车轮是什么形状的呀？上面都

有什么花纹呢？”问题抛出后随即自问自答地说

到“车轮是圆形的，可以滚动，上面的花纹可以帮

助汽车安全行驶....”

通过该观察记录不难发现，教师在课程组织

与实施的过程中只是机械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未将话语权交还给幼儿。这既是教师缺少科学

开展保教活动专业素养表现也是其儿童观不科

学不深入的体现，将儿童看做知识的被动接受

者，剥夺了儿童自由探索和发现的权利。

教师由于专业理念学习不足、工作强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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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在开展生成性课程组织与实施前未能做

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对幼儿行为观察的欠缺成

为教师高控、幼儿失去主体地位的直接因素。

（五）生成性课程活动评价的分析

由表4可知，生成性课程活动的评价状况在

几个维度当中的得分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题均

得分为3.96分，这些数据表明，当前大部分幼儿

教师会将生成性课程活动评价贯穿课程开展的

始终。

生成性课程活动的评价要求评价主体、评价

内容的多元化。具体来说，在选题“你会从同伴、

教师、家长等不同主体的角度完成生成性课程的

评价工作”的问题中，大约50%的幼儿教师选择了

“完全符合”和“基本符合”；关于“您能够从学习

品质、情感态度等不同维度对儿童进行的全面评

价”的问题中有56.1%的幼儿教师选择了“完全符

合”和“基本符合”。见图4。

完全符合

基本符合

一般符合

不太符合

完全不符合

8.33% 1.52% 18.18%

37.88%
34.09%

图4 生成性课程活动评价状况统计图

但是，数据还显示仍有一部分教师在生成性

课程活动的评价方面的价值取向存在问题，其中

一位中班教师提到：“教师在生成性课程活动的

评价方面很容易受到已有经验的干扰，比如很多

老师对某个孩子有着共同的评价，这种既定的论

调会在不知不觉中左右教师在课程活动方面的

评价。”（访谈教师编号：B3，2021.11.02）可见，教

师科学地把握生成性课程活动的评价要点，需要

将理论学习与自觉反思相结合。

四、讨论

（一）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制约课程目标的真

实性

优质的生成性课程的实现有赖于课程目标

制定的科学性与真实性。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

和兴趣是课程目标设立的重要依据。这既是对

《指南》中“以幼儿的已有经验和兴趣为依据，关

注幼儿当下的兴趣和需要，灵活调整计划”的现

实回应，也是生成性课程的独特价值。

立足幼儿兴趣、将其课程价值有机结合的课

程目标的确立，既需要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支

持，也依赖于相应的课程管理与园所支持才能有

效实现。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致使教师在目标制

定时没有太多精力去了解、观察幼儿经验与兴

趣，为了应付相应检查只能呈现浮于表面的虚假

工作。只有在支持性的教育环境中当教师的自

主时间得以保证，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深入了解儿

童的生活，才能发现幼儿的兴趣并与课程价值结

合，形成合理的生成性目标。

（二）课程理念的缺失影响课程内容捕捉的

敏感度

课程内容是课程目标实现的重要环节与载

体，与课程价值的实现密切相关；通过访谈（访谈

教师编号：A1，2021.10.10）可知教师在观念层面

清楚课程目标在设定时应结合幼儿兴趣与课程

价值合理生成，但是，在选择课程内容时却不知

所措、存在短板。究其原因，则是对生成性课程

理念的深入学习不足。

生成性课程的内容产生于每个特定环境中，

来自特定的人之间互动时所表现出来的兴趣、问

题、需要［2］。以往陈旧的内容已无法适应生成性

课程理念，需要教师深入儿童的生活、不断观察

儿童行为，及时捕捉儿童兴趣，通过观察、记录、

计划，提升课程内容捕捉的敏感度。

（三）幼儿主体地位的缺失导致课程实施过

程的高控性

一方面，由于课程内容选择敏感性的缺失，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幼儿因缺乏兴趣与经验而

出现参与度较低的现象，从生成性课程开展的起

点丢失其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幼儿主体地位的

缺失还突出表现在生成性课程组织与实施过程

中，教师对话语权的把控，在课程网络主题制定、

课程活动开展形式的选择及指导的适宜性等方

面未以幼儿需要与兴趣为出发点。

在组织与实施过程中实现幼儿为主体地位

的生成性课程，需要幼儿教师在课程开展前做

好支持性环境的准备与儿童行为观察记录，通

过专业观察了解幼儿的已有经验与兴趣，较好

地实现以幼儿为主体地位的课程组织与实施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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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价形式单一致使生成性课程评价流

于形式

评价不是区别幼儿发展优劣的有色标签。

科学的课程评价应该贯穿课程开展的始终,关注

幼儿活动的优势与需要。通过本研究的结果可

以发现，该园教师在课程评价中较多的受到已有

经验的左右，且容易受到同班级教师的主观评价

的影响。缺少同伴、家长、个人评价的共同参与，

致使得课程评价流于形式。以完成任务的机械

式评价并没有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优点与不足，

对生成性课程评价从理念到方法的学习均存在

不同程度缺失。

五、建议

（一）专业引领，科学制定活动目标

1.改善管理机制，提升教师生成性课程理论

水平

高负荷工作强度影响教师学习的主动性。

通过本研究所呈现的结果分析并结合幼儿园教

师工作环境的真实情境不难发现，由于受教育对

象的特殊性、日常教育工作的繁琐，加之家长与

社会的高度期望，使得幼儿教师在工作中面临体

力与情绪消耗的双重负荷［3］。高强度的工作压力

致使教师对生成性课程等新理念的学习与探索

滞留在浅层表面，无法促成幼儿教师在生成性课

程活动开展时所应树立的儿童观、教育观及课程

观，并进一步与日常教学活动融合，影响课程目

标价值的实现。

幼儿园管理层面应正视教师工作压力，创新

管理机制。通过“老带新”、“阶梯教研”等管理方

式有效缓解教师的高负荷工作量。合理安排学

习与工作的强度与频率，采用“行动研究法”将日

常教学工作与生成性课程学习相结合，既兼顾教

师的工作压力同时又丰富了培训学习的形式与

内容。

2.合理留白，灵活把握课程目标预设与生成

生成性课程活动的目标区别于传统活动，需

要教师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为儿童的兴趣、为

生成性课程目标合理留白。课程预设目标作为

一种总领性的目标，具有好操作便于实现的特

点，目标的存在是为了使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和

实施课程内容时有据可依，关注点在于认知发展

水平与幼儿学科知识、技能发展之间的关系问

题。

生成性课程目标并不意味着无根据、无理由

随意生成。它是以预设为基础在宏观节奏上合

理生成，尊重每个幼儿都可能会产生的不同的兴

趣方向和发展水平不一的个体差异性，预设目标

以课程为中心思想，生成目标则是站在儿童的角

度去观察和考虑的，两者结合才能为幼儿全面发

展和课程的实施与评价指明方向。

（二）兴趣导向，灵活选择课程内容

1.重视生活，提升幼儿兴趣与课程内容的融

合度

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和陈鹤琴的“大自

然、大社会就是活教材”理论均指出，教学活动最

好的来源就是幼儿的生活环境。幼儿的生活是

多姿多彩、充满好奇与探索的，生成课程最主要

的内容来源就在于幼儿的兴趣和需要。

教师应充分重视日常生活可能给幼儿学习

发展所带来的重要价值和特殊意义，敏感地捕捉

幼儿在生活中提出的疑问，通过平等的对话走进

儿童的世界，进而生成来自幼儿生活与兴趣的课

程内容。此外，游戏蕴藏着丰富的教育契机和课

程资源，在游戏中幼儿最大程度地展现出已具备

的经验和能力，教师走进幼儿的游戏世界，可以

通过游戏发现儿童、发现幼儿兴趣与需要，丰富

课程的内容结构。

2.观察儿童，提升课程内容选择的适宜性

幼儿的兴趣和需要是衡量课程内容的重要

标尺，而教师对儿童的观察则是实现课程适宜性

的重要途径。本研究结果显示，该园多位教师谈

到生成性课程在内容选择、组织实施等环节出现

教育瓶颈，其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教师缺乏观察儿

童行为的内在与外在的支持环境。

幼儿教师的观察能力是来自当今教育实践

的迫切诉求，与学前教育的质量密切联系。教师

对儿童行为观察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是一个持续、

系统的过程，就职后教师的专业观察而言，可以

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创新教研模式。通过适合本园的教

研方式推进教师对儿童专业观察的深度学习；另

一方面，组建互补型班级团队，整合教师优势资

源。从经验优势、性格优势、技能优势等方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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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合理安排班级人员的组成，最大限度地实现

班级教师在观察儿童方面的资源整合，为课程内

容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

（三）精心准备，保障生成课程组织与实施

1.以幼儿为本，师幼共生主题网络

幼儿的主体地位应始终贯穿生成性课程的

始末。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环节，是检验课程理念

是否实现、儿童本位是否得以保证的重要环节。

因此，课程在组织与实施环节应特别关注能体现

课程发展脉络的 主题网络的建构与生成。

首先，观察和了解幼儿是教师组织课程前的

首要内容。每个孩子行为背后的内在因素、家庭

背景、个性特点都是不同的，可以通过学习故事

法对幼儿的行为进行视频或图片记录，整理成故

事集，从中梳理幼儿成长线索才能真正走进孩子

的世界。

其次，适时的介入和引导。教师应尊重幼儿

的学习方式，理解幼儿存在个体差异，给予充分

的时间和空间。善于观察幼儿是否需要介入和

帮助，避免无效干预。教师扮演观察者的角色应

善用不同的语言提示、肢体提示、直接参与、材料

介入等方法引导幼儿尝试自己解决问题，突出儿

童本位，把课程决策权交还给孩子。

最后，形成主题网络。在进行课程实施之

前，网络图对主题开展起到引领性的作用，是暂

时呈现的课程计划，进而随着课程的进行随机调

整。师幼围绕话题进行谈话，每个孩子都有表达

自己的态度和想法的计划，因幼儿语言表达能力

有限可以选择能充分表达幼儿内心的绘画方式

进行记录，师幼不断进行调整完善，共同进行梳

理和绘制。网络图在课程开展的过程中可以帮

助师幼围绕核心经验进行活动。

2.丰富活动类型，多途径拓展主题

主题网络的建构与生成为课程的组织与实

施提供了脚本，但是，幼儿全面发展还需要通过

各种各样类型的活动来丰富与拓展主题的呈现。

首先，探究认知类活动是课程组织与实施的

重要途径。探究认知类活动是幼儿对客观世界

的认知性探究，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体现为“是

什么”的问题，例如，在“汽车”主题中，汽车是幼

儿非常感兴趣的客观存在且来源于幼儿的生活，

幼儿对车子感兴趣，那便要了解车子作为客观存

在的外形特征、构造功能等，在探索了解的过程

中逐步产生关于汽车的其他可生成课程的活动。

其次，社会性交往类活动在课程组织与实施

中不可或缺。生成活动的魅力在于重视幼儿在

课程中的主体地位，当幼儿真正意义上成为课程

的主要构成者，其主动性和参与意识便会大大增

强，在与同伴互动的活动中习得社会交往的技

能，这是儿童个性获得全面发展重要途径。

最后，体验类活动是课程组织与实施的拓展

途径。该活动是采用幼儿体验的活动形式，突出

幼儿在课程组织与实施过程中承担主要角色，在

传统教育教学活动中，最常采用的是集体形式，

教师无意识地会多关注个别发展较快的幼儿的

反应，但大多数不愿意回答问题或不感兴趣的幼

儿的反应往往被忽视。体验类活动以幼儿为主

体决定了幼儿在活动中自主策划、自由合作、自

行决策，教师提供支架并保证活动的时间和空

间，充分引导幼儿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

3.重视隐形教育，创设适宜物质环境

环境被誉为孩子的“第三任教师”，是潜藏在

幼儿日常生活中无声的“隐性课程”。它包含墙

面、地面、桌面等幼儿可看见或可接触到的任何

地方，对幼儿产生吸引力进而引发幼儿的兴趣和

主题的生成。创设一个幼儿可以看得懂、有幼儿

学习痕迹、能够对幼儿学习产生支持和帮助的环

境对生成性课程的推进尤为重要。

主题墙是幼儿与环境、幼儿与同伴之间互

动轨迹的见证。从墙面主题到内容设计应该遵

循幼儿发展的规律与水平，体现儿童活动的痕

迹。幼儿感兴趣的内容、想要继续探索的活动、

收集的照片资料等内容均是主体墙环境创设的

重要内容。

区域环境的创设更要站在儿童立场，在询问

幼儿需求的基础上创设自由、宽松、会说话的区

域环境，引导幼儿在低结构材料的选择上打造属

于自己的游戏天地，一块积塑板加上幼儿的绘

画，随着位置摆放不同和游戏主题的设置，它可

以是一个舞台的背景，亦可以是任何一个幼儿赋

予特殊意义的物品。

（四）多元导向，科学运用生成课程评价

基于生成课程的偶发性和随机性特点，生成

性课程评价融贯于生成课程活动之中。教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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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成活动的始终保持多维度的评价意识。这

就要求教师在科学评价理念的指导下，从评价主

体、评价方法等多方位、多视角完成课程的评价

工作。

首先，评价主体多元化。生成性课程评价的

价值取向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及时捕捉真

实情景中的事件并给予具体的回应。生成课程

评价的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教师、幼儿、家长、

教育专家等都应作为评价人员参与到评价活动

中来，从各个领域和角度进行反馈。

其次，评价方法与视角多元化。生成性课程

评价的视角应该是尊重个体差异的，对于发展水

平和生活经验水平不同的幼儿有不同的评价模

式，目的是发现幼儿在不同领域所擅长的优势和

良好品质，不应用等级划分制度对幼儿进行打分

式的定级。生成课程评价的内容也应该是多维

度的，对于幼儿的持续发展、情感态度、学习品

质，教师的教育观、儿童观、组织活动的水平、专

业能力的发展等都是课程评价的内容构成。

生成性课程建设是教师与幼儿同生共长的

动态发展过程，其科学的课程指导思想在理念与

实践层面均离不开合理的园所管理支持和开放

包容的教研探讨氛围。只有教师有能力、有权利

成为生成性课程的建设者，幼儿作为生成性课程

的参与者，这样才会最大程度的实现其主体地

位。富有生命力的生成性课程建设只有深入儿

童生活、激发儿童探索才会有更贴合幼儿发展的

目标与内容，进而实现科学有效的课程组织与实

施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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