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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真实而灵动的学习环境——幼儿园课程资源建设研究
李燕平

（南京市理工大学附属幼儿园，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幼儿园教育有着优于家庭教育的独特优势：拥有一般家庭教育中缺乏的同伴资源、环境资源和教师资源。儿童本身作为一种

教育资源，包括个体的学习方式、认识发展水平、生活经验、兴趣爱好等。除个体教育资源外，还有群体资源、错误资源、问题资源等等。

这些资源与同伴的交往中无意识地交流、影响和作用，这种资源大省自发而又多样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更是教育领域中有待开发的

宝贵的教育资源，是现代课程改革必须面对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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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重儿童个性与能力差异，充分挖掘独特的个体资源

（一）主题背景下儿童的兴趣发展

儿童作为个体，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他们是个体资源，并有

着各自自己的认识基础及独特的个性喜好，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

的。但他们同时又都有着学习的天性、好奇心和求知欲。当儿童

的思维和信息会相互碰撞和补充，形成新的认识和感悟。在幼儿

园课程实施中，能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这些差异，就能创造出比自

身价值更大的教育资源。

（二）尊重幼儿的基础差异

大班《美丽的瓶花》美术活动，大家围坐在一起，欣赏讨论

班级中几瓶不同的花，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了。有的说：“我

喜欢香香的百合，我要画这瓶花。”有的说：“你们看小雏菊的

叶子被向日葵的大叶子挡住了，我想画这瓶。”还有的说：“马

蹄莲的叶子和花都是细细长长的，我喜欢白色的花就画这瓶吧！”

大家早就按捺不住了，他们迫不及待地拿起画笔，画自己心中最

喜欢的那瓶花。不愿动手的几个孩子，也拿起了素描本和画笔，

把小椅子搬到自己喜欢的瓶花那里，坐下来准备画画了。

二、及时追随儿童的需求和兴趣，充分挖掘互动的同伴资源

（一）特色故事对于儿童的启发。

幼儿园中提倡“游戏本位教学法”，认为游戏才是孩子最重

要的功课。特别是“幻想游戏”更是重要的学习工具。在游戏的

整个活动中，让我们看到了儿童如何在学习中建立逻辑、语言及

互动合作发展关系的。

如：大班幼儿在读长篇童话故事中，儿童在扮演活动，充满

乐趣、创意及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儿童是如何在

学习中建立逻辑、语言及互动合作发展关系的。

大班第一学期我们就尝试，在午饭之后分章节读长篇故事给

孩子们听。有了这样固定的阅读分享后，孩子们都很清楚地知道，

每天都有分享故事的时间，他们更是特别的期待这一时刻，可以

看到班级中有部分的孩子，会扮演故事中的人、物，如：“王宝”

和“宝葫芦”。

儿童在幼儿园的生活中，他们将会把情节和角色设置在他们

之前从未经历过的场景里，从而获得更多的耐心，经验和词汇量，

并将现在已知的规则应用到他们的社会关系当中。

在儿童设定幻想游戏的主题，任务和情节的过程里，他们会

解释自己的思维，也能使作为老师的我们惊讶于自己的变化，如

果说幻想游戏是可以为提高幼儿的认识、叙述和社交能力提供营

养的温床，那么能代表幼儿自然发展状况能力提高营养温床，又

能代表儿童自然发展状况的早期经历则是我们与孩子们共同事业

的舞台。

（二）鼓励儿童提问激发深度学习。

在《小问号》主题中，我们鼓励幼儿大胆提出自己的问题。

从幼儿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问题比较简单，如：“汽车为

什么会跑？”“秋天树叶为什么会落下来？”这些问题有的是同

伴就可以帮助解答，有的他们已经知道答案。

基于幼儿的已有经验，我们和幼儿又进行二次谈话，在集体

活动中也我们引导幼儿使用“什么”“怎么”和“为什么”等疑问词，

从多角度来提问，提升幼儿提问的经验。

进入《可爱的动物》主题，我们结合思维导图，再一次回顾

幼儿关于动物的问题，如：“牛为什么会挤出牛奶？”“小兔子

的耳朵为什么那么长？”引导幼儿尝试通过各种方法解决这些问

题。 有的幼儿说：“我家有小动物，我想带到幼儿园来。”通过

观察动物来了解动物的外形特征和生活习性，于是，幼儿从家中

带来了仓鼠、小乌龟、兔子。

班级幼儿都参观过动物园，喜欢各种各样的动物，特别是一

些可爱的、小型的、常见的、温顺的动物。能够说出动物的名称、

简单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对动物有初步的了解。

幼儿对动物的认知经验都是零散的。对于大班孩子来说，动

物名字、生活习性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由此，我们尝试构

建若干个动物研究小组，鼓励幼儿通过各种途径主动寻找答案，

讨论成果，合作创编故事，探索中提高与同伴合作的能力。绘画

的方式表现“我喜欢的动物”“我的关于动物的问题”。

根据幼儿的问题，按照动物的繁衍、动物的自我保护、动物

的尾巴、保护动物进行分组。

小组讨论：“我们的动物研究小组的名称是什么？”“我们

的动物研究小组的标志是什么？”小组合作绘画组标通过翻阅图

书、上网、请教爸爸妈妈、同伴分享寻找有关动物问题的答案。

在小组中分享自己的调查结果，为汇报演出做准备。

日常排练：《母鸡的秘密》《小壁虎找尾巴》。

制作邀请函：亲爱的爸爸妈妈，2019 年 12 月 16 日上午，我

们将在幼儿园多功能厅举行“快乐行动派 开心迎新年”动物汇报

演出，欢迎你们来看我们的表演，期待你们的到来！爱你的宝贝！

制作节目单，绘画、剪贴、排版，用自己的方式表现演出的

顺序！布置场地，放好道具、挂上彩旗。“快乐行动派 快乐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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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动物研究小组汇报演出。穿好演出服、戴好帽子、我们

的动物研究小组即将上场！

节目一：《动物的防身绝招》

节目二：《神奇的尾巴》

节目三：《动物妇产科医院》

节目四：《和动物做朋友》

我们的表演很精彩哦，爸爸妈妈老师都为我们鼓掌呢！

（三）儿童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幼儿在《可爱的动物》主题当中，能看出孩子的问题和前主

题，有经验连接的。在小问号主题当中，孩子们提出了许多他们

感兴趣的话题，老师也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是能拓宽孩子们视野、

思维？这些问题能激发孩子们的兴趣和讨论话题吗？

我们跟随孩子的脚步，从小问号——种子的秘密——可爱的

动物，三个主题的学习看似不关联，其实孩子们提的问题是能够

帮助他们获得新的积极情感体验的。小组活动中幼儿学会了合作

学习。小组动物研究更适合孩子们个性话的体现，把活动场地变

成自己是主体，孩子们更加自信；他们在讨论中，以自我为中心

和同伴讨论自己最感兴趣的动物，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学习内容，

学习方式以及学习的时间和点；在小组活动过程中，为孩子提供

了合作探究的机会，从而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和同伴合

作的能力。

（四）儿童课程资源存在于同伴之间的差异

幼儿同伴课程资源是幼儿同伴中有助于其他伙伴及自己健康

成长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综合。存在于幼儿同伴之间不同的经验、

性格、特长、能力，而这些差异都是幼儿园课程的重要资源。需

要是个体积极性的源泉，兴趣是认识和从事活动的巨大动力。

在实践中，我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重视儿童的需要与兴趣，

从已有经验与知识储备出发，引导儿童主动创造性地利用同伴资

源，更好地促进他们经验再现、探究发现、主动参与、创意表现、

交流合作，为儿童今后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起到了积极的引领

与导向的作用。

三、善于利用儿童间的矛盾冲突，充分挖掘平等自由的群体

资源

儿童群体是一种教育资源。儿童作为尚未成熟的完整的人，

其身心各方面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有着不平衡性，因而他们

对事物的认识、判断也就自然形成差异。而这些差异都是幼儿园

课程的重要资源。

那些有差异性的认识内容，构成了儿童相互学习的素材，有

心的教师就是善于通过倾听和观察，及时把握儿童间的差异构成

的矛盾冲突，设法采取必要的措施，或提出合理的建议，或给予

必要的引导，激励和唤醒儿童主动学习、主动发展。

而儿童之间所以能够在教师的激励下积极参与和体验，就在

于资源的有效利用，激发了儿童本身具备的内在的求知热情，而

儿童内在的求知热情本身就是丰富的课程资源。

（一）吃肉肉的植物——猪笼草的秘密

  猪笼草是一种能吃肉的植物，孩子们开始议论开啦，它又没

有嘴，怎么吃肉呢？它靠它特有的小小嘴巴捕捉昆虫，靠细菌、

氧化酶等作用把小昆虫分解消化，吸收其中的营养成分。

“是不是很神奇啊？”“那它怎么养呢？”“我们能养活它

吗？”“我们养养看吧，妈妈告诉了猪笼草喜欢太阳，它生长在热带，

我们要经常把它放在走廊让它晒太阳……”孩子们你言我一语，

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地把自己获得的信息毫无保留地、创造性说

出来让大家分享和品评。

（二）猪笼草的嘴巴在哪里呢？

CM 在走廊里看自己的小花农波斯菊，他兴奋地和旁边的然然

说：“你看我种的花，就快要开了但是有些可惜，可能没有等到

它开，我们就要毕业了。”然然说：“我的这个你看，都没有发

芽，它的种子已经坏死在土里了。”他们聊得正热烈，LN 来了也

加入了他们的聊天。他说你们快看，这个猪笼草长得越来越好了，

原来不是在教室里的嘛，老师又把它拿了出来，看现在的猪龙草

长得多好啊！

CM 快看快看，它又长了四片细细长长的叶子，难道它喜欢这

么热的天气！然然紧接着说：“你们看过那本书吗？这本书讲的

就是这种能吃虫子的猪笼草，书里说它们喜欢热的地方。”“哦！

我知道了，那说明阳台这里的温度高，还有太阳可以晒到，你们看，

它长出新的叶子来了！”CM 说。然然说：“我建议你们去教室找

那本书好好看看，这种植物还会吃蚊子。”LN 说：“难道他用这

个吃吗？”他的表情有些怪怪的。他们还在继续讨论着……

（三）猪笼草搬家后

活动室里的猪笼草放到走廊后，的确长得更加旺盛，孩子们

发现后，也去翻阅放在该区域中的绘本。儿童通过自主学习、在

探究的过程中，记录猪笼草前后的变化，并根据自己的观察记录

发先植物的变化规律，引发幼儿探究的兴趣。

在开发课程资源时，我们应更多从儿童的角度来看待周围的

一切，并在观察幼儿的基础上，了解儿童的学习特点以及发展水平，

以此为依据，研究教育策略。努力以引导者、合作者和支持者的

身份，使儿童建立自身的认知体系，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大的发展，

影响儿童全面而富有个性的成长。

教师只有真正解放思想，欣赏每一位儿童，让儿童来帮助儿童，

让儿童自己管理，让儿童自主发展。创造性地开发与利用儿童——

这一真实而灵动的课程资源，儿童才会敢想、敢说、敢做、才会

在实践中认识自我、完善自我、战胜自我，我们的课程资源必定

会发挥其丰富、精彩、神奇的力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学前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课程资源建设成为

幼儿教师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与素养，其不仅要尊重儿童的个性

与能力差异，学会挖掘具有个性化的个体资源，也要遵循儿童的

需要、兴趣，甚至是矛盾，进而挖掘群体资源，以此作为基础为

幼儿构建真实而灵动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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