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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到“研”，从“研”到“优”——以大班“小小锄

草工”为例谈生成课程之审议 

薛静雅 
（高新区竹园幼儿园  江苏苏州  215000） 

摘  要：本文以幼儿园大班生成课程《小小锄草工》为例，阐述教师通过实施前的准备性审议、实施中的研究性审议、实施后
的归纳性审议，分析价值，架构课程，付诸实践，灵活调整，不断延展，让幼儿在丰富的、具备生命力的活动中满足学习兴趣和探
索需求，使他们在生活中习得更多。 

关键词：生成课程、审议、调整、优化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一日生活皆课程。”

生活既是幼儿学习内容的来源，也是儿童重要的学习方式。《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提到：“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合理安
排一日生活，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
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现今有许多幼儿园赋予一
线老师更多“灵活支配幼儿园一日作息时间”的权利，鼓励老
师在日常生活中用心观察幼儿与环境交互作用中发生的教育契
机，在捕捉幼儿的兴趣、经验和需要的基础上生成课程，为幼
儿创造更多学习机会和增长经验的资源，让儿童成为活动的主
体，让他们在生活中习得更多。 

生成课程是在师生互动过程中，通过教育者对儿童的观察，
在发现其需要和感兴趣的事物上作价值判断，随之不断调整活
动，是一个动态的师生共同学习、共同建构、以促进儿童更加
有效学习的课程发展过程。由于它是动态的、不确定的、开放
式的，需要教师在充分理解儿童的基础上，在瞬息万变的活动
过程中作出决策，不断调整自己的设想和计划，与幼儿共同往
前走，共同发现、探究、学习成长，共同创造奇迹。这也就凸
显出生成课程审议的重要性。本文将以大班“小小锄草工”为
例，浅谈如何唱好审议三部曲，让生成课程教育价值获取最大
化。 

一、准备性审议——让课程“从无到有” 
（1）偶发案例，捕捉契机 
九月的第二周，大二班的孩子们轮到负责喂养饲养区的小

兔子。他们在完成喂养任务后，发现旁边的“开心小农场”在
经历二个月的暑假后，长满了杂草，和各种蔬菜混在一起，看
起来乱蓬蓬的！ 

“好多的野草，我们一起拔掉它们！”当萱萱提议后，其他
小朋友一呼即应，马上一起拔起草来，他们一边拔草一边叽叽
喳喳地聊天，一个个干得不亦乐乎！当游戏时间结束，菜地里
的杂草还有很多，孩子们并没有尽兴，满头大汗的他们纷纷叫
嚷起来： 

“草还没有拔完，我们不能走！” 
“我好喜欢拔草，老师让我们继续拔吧？” 
“老师，有的草我没有拔掉根，需要斩草除根！” 
“我不想斩草除根，让草下次再长出来，我们就又可以来

拔草了！” 
孩子们对拔草的热情、想要劳动的愿望老师看在眼里，于

是她们决定调整一周活动计划，按照孩子的需要生成一个“小

小锄草工”劳动课程。 
（2）审议、梳理，生成课程 
教师的观察是调整环境与课程的重要依据。在孩子们拔草

的时候，两位老师并没有过多干预，而是认真地进行了观察。
儿童的行为语言中蕴含了许多课程的信息，如孩子们的兴趣点、
心理需求、生活经验、发展水平等等。而课程审议是为课程实
施和建设服务的，对于这一个经由偶发事件生成的课程，教师
在梳理过程中进行了课程准备性审议，记录实况，做出调整，
确立活动目标，生成新课程，具体见下表： 

分项 具体实况描述 调整策略 
生成课程目

标 

时间 
喂兔子时临时起意进
行拔草，时间不够用，

孩子们未尽兴。 

用灵活机动的“大时
间”观念调整计划，由
于天气还比较炎热，活
动可安排早上 8:30—

9:15。 

精神 
拔草热情高涨，不怕

辛苦不怕脏！ 

让孩子畅言自己的感
受，进一步激发他们劳

动的兴趣。 

体验 

许多孩子拔草时嚷嚷
身上痒，有孩子说有
蚊子要擦防蚊液，有
孩子说要穿长袖、带

袖套。 

引导幼儿讨论：除草需
要做哪些准备？ 

经验 
有的草好拔，一拔根
就带出来，有的草不

好拔，老是拔断。 

引导幼儿分享锄草经
验，并讨论寻找更好的

劳动方法。 

认知 
狗尾巴草他们认识，
还有些杂草不认识。 

鼓励幼儿搜索相关知
识。 

责任 

不少孩子表示这些草
他们应该拔完，做事
要做到底，所以除去
剩下的杂草他们义不

容辞。 

给与幼儿肯定鼓励，培
养良好的意志品质。 

1.给与孩子
们充足的劳

动时间，满足
孩子劳动意

愿，并体验劳
动的快乐。 
2.引导孩子
们在劳动过

程中探索、发
现，并鼓励他
们积极地解

决问题。 
3.进一步探

索劳动方法，
追求劳动效

率，让孩子们
在劳动体验
中积累劳动

经验。 
 

家园
互动 

1. 鼓励孩子们回家向爸爸妈妈分享除草劳动的体验； 
2.爸爸妈妈和孩子散步时观察并认一认小区里的野草； 

3.请幼儿回家准备明天活动要用的劳动工具以及长袖、手
套、驱蚊水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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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表，可以看到教师坚持“幼儿在前、教师在后”的
理念,坚持“教师引导”和“幼儿发展”同步，在满足幼儿的兴
趣点和需要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幼儿调查、分享、讨论……帮助
幼儿整理出已有经验和认知。通过准备性审议教师确立了生成
活动目标，讨论后预设了有价值的活动内容，并引导家长配合
幼儿做好各项准备。 

二、研究性审议——实践中“审研相机” 
（1）做中学，学中做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说:“凡是儿童自己能够想的，应当

让他自己想；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应当让他自己做。”在实
施生成课程的过程中，教师放手让幼儿劳动，在拔草劳动中充
分体验，引导他们观察研究，获得新经验。如有孩子发现铲子、
耙子工具并不是很好用，反而用手拔比较方便；还听到有孩子
提出要购买除草机；孩子们发现穿了长袖不痒了，涂驱蚊水也
是有用的；此外他们觉得需要戴大小合适的帽子，戴手套干活
不太方便……《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教师要善于发
现学生感兴趣的事物、游戏和偶发事件中所隐含的教育价值，
把握时机，积极引导。”两位老师欣喜地看到，孩子们在劳动过
程中有了更深的体验和更多的发现，跳出了更多的问题，弹出
的课程信息也越来越多。她们捕捉话题并及时抛给孩子，如“斩
草要不要除根？”“哪一种草兔子最爱吃？”“为什么有的草很
壮，菜却很瘦？”“拔草的时候发现了那些昆虫？你观察到了什
么？”……这些问题都在引导孩子深入进一步观察、实践、研
究，符合陈鹤琴先生“做中学、学中做，做中求进步”理念，
也为生成课程滚动发展提供了新元素。 

（2）审而思，思而研 
为了让生成课程教育价值最大化，邀请年级组老师一起参

与课程研究性审议，大家围绕幼儿活动中呈现的各类信息且思
且研，一方面对幼儿活动的兴趣方向、问题价值等进行调研分
析，对内容进行筛选、分类，另一方面，基于《3-6 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文件精神，再次寻找适
宜的链接点，生成新的主题活动目标，主题网络路径图、预设
周活动计划、环境支持、家园共育等等。 

教师们在“基于经验——拓展经验——提升经验”的原则
上讨论分析、广开言路，研究性审议后，在原有拔草活动的基
础上又衍生发出“菜园探秘”的新主题课程，确立了新目标及
新活动方案：基于孩子的问题成立实验小组，分别引导幼儿围
绕“蔬果、肥料、昆虫”三大版块进行探索研究，提升孩子自
主学习的能力；在实践过程中引导孩子进行规划设计、表征表
达、归纳总结等，发展幼儿想象力、表现力及逻辑性思维能力；
通过菜园的种植与管理让幼儿积累更多的劳动经验并获取种植
知识。 

幼儿研究菜地，教师研究幼儿，孩子们在实践活动中源源
不断地生成出课程的新线索，这些线索给了教师思研提升、创
新发展的空间。在一次次的审议中，教师对幼儿的活动兴趣和
需要以及认知经验水平有了更具体的了解，正是基于这样的了
解，教师才能在有效审议中不断优化课程，开展一个个丰富多
彩、个性多样的活动。孩子们不断在活动中探索、发现和成长：
他们认识了更多的蔬菜；亲手播下的种子发芽长叶让他们欣喜；
他们不仅研究了七星瓢虫还研究了蚂蚁、蚯蚓……孩子们跟随
自己的观察一步步深入探索，这种自主又自然的、游戏化的学
习让他们兴趣盎然、轻松愉快，促进他们在生动活泼、富有生

命力的课程中螺旋上升式地不断获得发展，形成良好的学习品
质。 

三、归纳性审议——总结中“积淀延展” 
当课程实施结束后，教师们又围绕这个生成课程进行了归

纳性审议，从资源的利用、幼儿的发展、亮点的分享、困惑的
解疑、课程的反思等方面进行总结、回顾和再梳理，审议中教
师们在探讨中又一次次激撞出新的火花，并归纳出具体的课程
实施经验： 

经验 1:幼儿感兴趣的熟知的世界以及幼儿的活动中隐含着
丰富的课程信息，教师若能灵活捕捉和精心筛选，生成的课程
更贴近幼儿当前兴趣区和发展区。生成课程是儿童和教师之间
相互呼应而生发出来的，如海浪一般，一波推进一波。 

经验 2：儿童在除草及菜园劳动中自主活动，反映了他们
的生活、经验，以及他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所受的影响，教师通
过致的观察，对他们的兴趣和需求有充分的了解和研究，才一
次又一次做好审议，使课程不断优化前行，推动儿童不断发展。 

经验 3：由于生成活动是直接从儿童引发，所以教师预设
活动比其他形式活动中产生的内容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也更
具有开发和延伸的价值。本次课程具足耐心地保证了课程实施
的时间，让幼儿的活动尽兴，让他们的观察、探索、学习有了
一定的深度。 

经验 4：本次《小小除草工》生成的系列课程形成了符合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精神的师生关系，教师以平等的身份
主动参与活动，是幼儿活动的支持者、观察者和指导者。倾听
了解幼儿的需求，及时捕捉最佳的教育时机，把“研究引向一
个明确的方向”。提供多种机会让幼儿在自主学习中通过亲身实
践获取直接经验，培养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和探索精神。 

经验 5：审议是必要的，帮助教师及时发现问题并做好调
整，例如：虽然活动中教师在教育上注意跟随儿童，但在保育
的层面上做得还不够细致，可以让孩子垫上汗巾，让孩子带好
水壶；活动中发现幼儿个体差异很大，对于能力弱的儿童要做
好个别指导等等。…… 

归纳性的后审议往往会给后期主题的实施提供有力的借鉴
和帮助，促使教师不断关注活动目标中的幼儿主体地位，关注
活动内容的适宜性，关注幼儿与同伴、教师、材料和环境的互
动体验，使课程方案及实施更加适宜有效，让幼儿在自主探索
学习中获得更多发展。 

虞永平教授所说：课程审议是一项幼儿园的日常工作，是
一项充分体现教师专业自主的工作，也是一项能充分反映并有
力提升教育专业水准的工作，还是一项幼儿园课程建设和发展
不可缺少的工作。大班“小小锄草工”生成课程从无到有，从
有到审，从审到研，从研到优，可以看到审议在课程生成和实
施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醒教师要以儿童的视角去观察，并
用反思性的智慧照见教育中的自己，以实现教师专业的自我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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