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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提倡“日常即时课程”，所以每一次活动都包含了
深入的课程知识。只要努力实践，努力思考，努力研究，就

能找到适合学前发展的学前教育课程。

1　课程来源
说起海南，人们眼前就会浮现出阳光、沙滩、椰风、海

韵。地处海南，优美的自然风光、温暖宜人的气候，还有那

蓝宝石一样的大海，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与梦想，见证
了岁岁年年的沧桑变化。

依托这样的家乡资源，并结合幼儿园绘本阅读课程研究，

从幼儿的兴趣点出发，开展了以“赶海”为内容的班本课程。
《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指

出：“幼儿艺术领域学习的关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在大自然

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发幼儿对美的感受和体验，丰富其想象力和
创造力，引导幼儿学会用心灵去感受和发现美，用自己的方式

去表现美和创造美。”本次课程从了解海洋入手，认识海洋生

物，再通过实地观察、亲身体验，大胆地进行表现，从而提
升幼儿的审美能力和素养，培养他们爱家乡的情感。

2　课程目标

本课程的实施旨在激发孩子的探索欲望，激发孩子的学习主
动性和内在动机，强调他们的全面发展；旨在加强儿童的环境教

育，逐步萌发创造力和发明意识，强调人格和谐教育；旨在鼓励

孩子热爱家乡和当地文化，使他们的情感得到充分发展。
（1）以海洋科学教育为基础。能够积极探索大自然及其周围

事物的奥秘，初步养成使用感官和双手的习惯，初步了解人与自

然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孩子对海洋文化和自然的浓厚兴趣。
（2）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学会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变废为宝，塑

造培育自然资源、爱护环境第一的意识，激发热爱自然和人类生

存空间的情感。
（3）以海洋人文教育为本质。提高对海洋文化内涵的理解，领

略和感受海南人的开拓创新意识、勇于包容的精神，激发对家乡

的热爱和对家乡文化的自豪感。
3　课程资源与环境创设

聚焦海南岛的自然资源和人文，从绘本入手，挖掘总结贴

近儿童生活、适合幼儿教育和激发幼儿兴趣的代表性绘本、图画
等教学资源，并将它们分布在海洋中。生物、海岛景观、海南风

情，整合建立了“赶海”主题课程的三大主题框架：

主题线索一：“神奇的海洋世界”：建立以海洋生物为主题的
教育活动——以鱼类、甲壳类、甲壳类、哺乳动物、软体动物和

藻类为主要资源；

主题线索二“美丽的海洋景观”：主题教育活动以海岛自然人
文景观——海岛景观与海港新面貌为主题；

主题线索三“多彩海南风情”：构建以风俗民俗、海南特色为

主要资源的主题教育活动。
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和隐性课程。利用海岛资源打造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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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位于祖国海南岛最南端的幼儿园，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人文历史孕育了独特的海洋文化，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教
学资源。幼儿园结合了实际情况和孩子身心发展的特点，打造了一条贴近孩子生活、亲近自然、亲近环境的“赶海”班本课程，适
合幼儿园的发展需要。为孩子创造丰富的教育环境，最大限度地支持孩子通过直接观察、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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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幼儿园空间、主题墙、区域角落等环境，努力打造独特多彩的
“海洋景观”环境文化，让孩子在温馨、美好、自主的环境中体验

富有表现力的美，创造美的乐趣。(1)结合碧海金沙的海洋特色，

以蓝色和黄色为基调营造出全园环境色，营造出海蓝色的景象。
（2）《海底世界》、《夜色下的海边》等大型浮雕雕塑是利用渔网、

贝壳、梭子、塑料网、旧CD、塑料瓶、废纸等各种废弃物制作而

成，让花园充满浓郁的海洋文化气息。（3）课堂活动室主题墙留
下了“赶海”主题课程活动的痕迹，使课堂环境成为孩子与大海

的心灵对话。(4)结合海南的民俗文化，打造了一个小型的海滨家

庭角色区，作为角色扮演空间，开展特色社交游戏活动。
4　课程内容

通过多领域课程活动的有机结合，提升幼儿对海洋的认

识，课程内容层层递进，逐步展开，让幼儿由浅入深地了解家乡
的海。

（1 ）认识海洋生物，激发兴趣

在活动开展之前，与家长做好沟通，鼓励幼儿跟爸爸妈妈
一起找一找海里的各种生物，说说它的名字和样子。接着大家

开展了活动“赶海”，通过绘本、图片介绍，让幼儿知道了

海洋生物的种类有水母、海星、海龟、鲸鱼等。通过讨论“这
些海洋生物都是什么形状的，它由几部分组成”，让幼儿感知各种

海洋生物特点。活动侧重通过对含有海洋元素的绘本及图片的开

发与利用，以班为单位开展绘本阅读活动。结合绘本阅读，再选
用一些海蛎、花蛤、扇贝、海螺等食物的贝壳，让幼儿一起尝试

运用不同的方式对这些贝壳进行组合、装饰、绘画，在阅读和游

戏中培养了孩子对海洋生物的兴趣。
（2）走进海边，认识海洋

结合地方资源，幼儿园开展了社会实践活动“赶海”，在

出发之前向孩子们出示了海难、贝壳等图片，让幼儿们去对比，
在海边和孩子们一起寻找，在找寻中通过提问引导幼儿关注这些

生物的特征。你找到小贝壳了吗？它们和绘本上长得都一样吗？

有的幼儿惊喜地发现：“老师，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小海星。”“这
个海滩像一个弯弯的月牙，真美呀！”幼儿在观察中有了自己的

发现。回到活动室我们又进行分组讨论，请幼儿说一说喜欢的东

西，并把自己看到的海和生物画下来。通过实地观察，幼儿了解
了大海，感受到海洋生物的多姿多彩，更萌发了他们爱祖国、爱

家乡的情感。

家长资源是幼儿教育中的重要资源，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
作伙伴。仅仅是海边满足不了幼儿探究的热情，还要趁热打铁开

展亲子活动“和孩子一起去赶海”，鼓励家长带领幼儿出去走一

走、看一看、摸一摸。海南有一千多公里的海岸线，美丽的海边
随处可见。家长带领孩子在海边活动，有助于帮助孩子观察，还

能加强感情的培养。

（3）尝试表达，再现大海和海洋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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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监督、评估全面深入的全过程管理，同时要求全校全员

参与，形成联动机制，在多方监督管理下确保教学基础设施的

安全。建立问责机制，使所有成员明确各自职责任务，在危险
到来时能确保安全工作开展，严肃责任制度，加强事后的责任

追究才能令后续工作的有效实施。

2.完善教学设施安全管理评估体系，规范物防管理。一切
从学校实际出发，构建学校安全管理绩效评估体系。学校管理者依

据评估标准和评估指标，对教学设施安全管理的整体运行效果做出

概括性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管理者以便对学校安全管理
活动做下一步的决策[3]。构建评估体系是完善物防管理的重要环

节，有了评估的机制才能强化教学设施安全管理的有效运行。

3.完善教学设施安全应急制度。不论是什么安全管理，制定
合理有效的应急预案都是十分必要。可以采取编制教学楼层地图，

明确标注所有的安全出口、楼道、控电室、消防器材放置点等位

置，规划合适的疏散路线；组织学生演练并强调设施安全事故发
生时的有效处置方式等，做好对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准备。

3.2重视学校教学基础设施的改建和维护，加大资金投入

1.加大整改教学基础设施资金投入。改建教学楼、教室、
体育场的不合理建筑设计，使教学基础设施质量达标，对校园

内的监控设备作整改和增设，政府应当引起重视，分拨一定的

经费，尤其在建校之初更应严抓教学基础设施安全问题。
2.完善消防安全设施。定期对学校内的消防器材进行检查与

维修工作，保证器材完好、可正常运作。除了消防栓等比较大的消

防设施配备之外还应配备便携式灭火器之类，尤其在像昆明这样比
较干燥的地区更应做好预防措施和应急方案。同时加强与消防部门

的合作，联合检查与维修消防器材；邀请消防人员进校园宣传消防

意识，演示如何使用和维护消防器材；让学生参与到消防器材的操
作中体验当危险真的来临时知道怎样正确应对。

3.做好学校体育器材、设备的安全检查、维修、更换等工

作[4]，确保学生在不因器材设备的问题而引发意外情况。成立
体育器材设备安全工作管理小组，全面负责体育器材每学期开始

之前要对所有的器材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需要维护

的或丢弃的都要尽早处理不抱侥幸心理，临时搭建类的设备要注

意安全性与稳固性。体育授课教师要在课前对使用的器材或设备
进行检查，保证其可安全使用并向学生提示使用的注意事项。

3.3丰富和强化学生设施安全意识

1.丰富设施安全教育内容。国家关于安全教育的政策法规都
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学校可以依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增加对设施安

全教育的课程内容，既要提高学生校内的设施安全意识还要延伸

到学生日常生活中，与生命教育关联起来，提高对生命安全的
保护意识。

2.强化学校设施安全意识。学校设施安全与学校所有人员都

密切相关，但最终要由教师将教学基础设施安全的教育目标落实
到学生身上。因此教师一个具有强烈的设施安全意识，以“关

注每一个学生的健康”为指导，通过自己的言行去感染学生，

以自己为标杆。同样教师在教学中也可以去渗透学校设施安全教
育，既联系了生活实际还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学生的设施安全意

识。除教师外，行政管理者、警卫、保洁人员等也要接受相

关的设施安全培训和主题教育，创建一个全员参与，提高对设
施安全预防和应对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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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海洋和海洋生物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后，幼儿园为幼
儿们提供了各种海洋生物的玩具模型，让幼儿近距离地仔细观

察，尝试对模型进行写生，并鼓励幼儿把自己观察到的海边周

围的景物、事物添画上去。不仅如此，还给幼儿提供了多种不
同的材料，如各种纸箱、纸盒、奶粉罐、海沙等，让幼儿在

建构区自由搭建喜欢的海边，鼓励幼儿用多种方式大胆地进行表

达、创作。
5　课程评价

通过班本课程的实施，幼儿从绘本阅读开始，逐渐了解海

洋及海洋生物的风貌及特点，再到社会实践课赶海，加深了幼
儿对海洋及海洋生物的认识，再通过家长一起海边亲子活动，

让幼儿对海洋及海洋生物有进一步的了解，也萌发了幼儿们对海

洋及海洋生物的兴趣和喜爱。最后鼓励幼儿用绘画和实物搭建来
表现吗，不仅关注到海边的特点，还注意到海边周围的事物。

幼儿在对创作物体充分感知、了解和体验的基础上，创作

时才会更加丰富，表达也更大胆，更自信，同时在欣赏、评
价作品时也会更有自己的想法。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的实施，我

们还发现主题式的课程远远比单一的水墨创作呈现的作品更丰

富，层次更多样化。至此为止，幼儿园的班本课程还没有结
束，教师还需要更深入地进行观察和思考。老师还可以带着幼

儿收集身边关于桥梁的资料，开展“我知道的关于海洋和家乡

的故事”等活动，进一步帮助幼儿了解家乡的发展史，了解海
洋背后的家乡文化。

6　结束语

课程的实践不能一蹴而就，在开展“赶海”班本课程的实
践中，总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如活动是否适合幼

儿、老师的引导和指引是否科学有效、活动的组织如何保证安

全等等，在这些困难和问题面前，幼儿园全体老师都勇敢的面
对，逐一克服和解决，从班本课程活动的筹划开始，每一个细

节到整体，老师都是以幼儿的兴趣和需求为努力方向，每一个

小的进步都增强了老师进一步探索班本课程开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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