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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普惠背景下幼儿园课程资源区域共建共享机制研究
徐　雁

（鞍山师范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7）

摘要：在学前教育公益普惠的发展背景下，通过更新观念、

谋划蓝图、统一标准、组织建设，探讨幼儿园课程资源建设的顶

层设计，以促进区域教育资源的均衡优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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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大物博，各地学前教育资源很不平衡。在国家连续对

县域学前教育实施三轮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又颁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

确了学前教育公益普惠的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研究幼儿园课

程资源区域共建共享机制，对均衡优化教育资源具有重要的社会

意义和经济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区域是指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如省、市、县等，本文

中的区域特指普通城市的下属城区。幼儿园课程资源区域共建共

享机制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的系统，主要有教育理念、规章制度、

标准规范、组织架构等。探讨如何协调各要素间的关系，构建一

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运行流程和工作原理，将直接影响幼儿

园课程资源区域共建共享的效果。

调查发现，教师对幼儿园课程资源的丰富内涵缺乏基本认识，

利用和开发的意识和技能薄弱。进一步访谈表明，各幼儿园对课

程资源的建设力度和重视程度不一，也缺乏相应的信息设备和技

术人员，以园内共享为主，存在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幼儿园各自为政、

缺乏区域共建共享渠道等问题。

二、对策建议

基于学前教育资源的现状，较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目

前幼儿园课程资源区域共建共享机制建设最薄弱也最迫切。故此，

结合某城区实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更新观念，达成共识

1. 转变以教材为主的片面认识，形成对幼儿园课程资源的全

面认识。教育理念决定教育行为。构建幼儿园课程区域共建共享

机制的前提是教师全员转变对幼儿园课程资源的片面认识，形成

对其的全面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充分认识课程

资源与课程的密切关系。课程资源是课程的前提，其丰富和适切

程度决定课程实施的范围和水平。第二，系统掌握学前教育纲领

性文件中对幼儿园课程资源的相关规定要求。第三，了解中外学

者对课程资源的代表性观点。

2. 对幼儿园课程资源区域共建共享机制重要性和可行性的共

识。共建共享是实现公益普惠的途径之一。幼儿园课程资源区域

共建共享机制的研究以建构主义理论、教育公平理论和系统优化

理论为指导，讲清共建共享的关系及其趋势。共建是共享的前提，

共享是共建的目的，亦是共建的动力。

（二）明确特色定位，制定课程资源区域共建共享蓝图

1. 针对幼儿园五大领域课程资源强基础，补短板。幼儿园

五大领域课程资源关系到幼儿园德智体美劳“五育”的顺利开

展和幼儿的全面发展，所以，区域幼儿园课程资源共建共享的

第一步，就是要做强此基础资源，着力补足短板。如音乐领域

课程资源，可以和艺术幼儿园、小学、演艺场馆等共建共享，

跨越单个幼儿园的边界，可以把资源以视频、照片等方式分享

到区域平台上。

2. 打造课程资源区域共建共享升级版。第一，适时组织竞赛，

进一步做好稀缺资源和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通过比赛，征集相

对稀缺的幼儿园课程资源，不断丰富其种类，优化其结构。各级

各类获奖资源，是可持续积累的优质资源，应共建共享。第二，

做好与上下级资源网的互联互通，打造共建共享升级版。借助互

联网手段搭建区域内共建共享平台，达到上与国家学前教育资源

网相接，下与区域内的幼儿园互通，横与其他区域性资源网的互联，

实现区域范围内的互联互通。

（三）统一资源共建共享标准，提供基本的操作规范

1. 统一课程资源区域共建共享的内容标准。从保基本、全覆

盖、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发，共建共享内容首要是五大领

域课程资源，进而是园所自然资源、社区资源和人文资源，特别

是对幼教机构周围一公里内课程资源的共建共享，这是一个内容

上不断扩大的同心圆系统，符合大自然和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的教

育理念。

2. 统一课程资源区域共建共享的技术标准。共建共享的

资源类型适合多样化，可以是文字版、课件、视频、课例、

案例等，从有利于方便快捷使用的角度明确其技术标准，包

括容量大小、技术参数、规格范式等，为共建共享提供基本

的操作规范。

（四）筹建专业组织，发展专业队伍

1. 组建区域幼儿园课程资源共建共享联盟。首先要搭建组织

架构，即由区域教育主管部门、师训部门、各幼儿园、师范院校

等单位的人员，组建区域幼儿园课程资源共建共享联盟，这是为

了促进区域内资源均衡发展和探索优质资源建设新机制的需要。

联盟可以下设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由一个中心幼儿园牵头，联合

周围的其他园，形成 1+n 的组合模式。

2. 发展专业队伍。提供技能和体验，激发广大教师共建共享

的内生动力。把广大教师支持课程资源利用和开发的态度转化为

共建共享的实际行动和技术手段。转变单打独斗的教师文化，形

成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合作文化。区域共建共享机制的建设，从“要

我建”变成“我要建”，从“我分享”变成“分享我”。

三、结语

综上所述，希望在学前教育资源建设上加强顶层设计，促进

区域资源的均衡优质发展，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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