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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周日计划的课程变革 
赵翠娇 

（常州市新北区银河幼儿园） 

摘要：在幼儿园中，周计划是连接具体教育活动和月教育活动之间关键的连接部分。笔者通过日常观察，对班级的周日计划进

行了一定的改革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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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什么？ 
首先，周计划是什么？一句话来说，周计划是教师对于班级一

周工作的具体安排。 

周计划包括什么内容呢？工作改革之后，我们班的周计划主要

分为幼儿基础分析、周发展目标、支持性活动、可利用资源这四个

板块。每个版块往下都有更加细致的划分。 

二、为什么？ 
（一）从看到儿童，到看到每一个 

修改前，我们对幼儿的基础分析是从整体角度出发，对班级绝

大多数幼儿进行分析。而修改后不光看到了整体幼儿的表现是怎么

样的，还看到了个体幼儿又是怎么样的。比如晨间入园环节，在上

周来园的幼儿中，我看到有 25 名幼儿是在八点半之前入园的，有 6

名幼儿是在八点半之后入园的。那针对这 6 名幼儿，我应该设置什

么样的发展目标，制定怎么样的支持策略呢？ 

 

以此为基础，结合幼儿的年龄特点，以及当下开展的阶段性课程

目标，在了解了每个环节整体孩子的基础是什么，每一个孩子的基础

是什么之后，周发展目标里面整体的和个体的发展目标也就出现了。 

基于这些，再来梳理可利用的资源，是要基于目标，可以为我

们的目标所用。支持性的活动也是如此，从各环节入手，对于目标

的实现都有共同关注和个别关注。 

这样的周日计划，既是我一周的目标，同时也聚焦在每一天，

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点上要跟进什么。在这样一个制定、实施的过

程中，我们逐渐就从最开始的看到儿童，转化为看到每一个儿童。 

（二）从看到行为，到看到行为背后的需求、兴趣、有缺 

修改后的周计划，幼儿基础分析是以幼儿的一日生活各环节为线

索，从幼儿的情绪、能力、兴趣、共性的发展目标、问题等方面入手，

对幼儿进行分析。在一日环节的细分中，教师每环节的关注点就变得

更加明确，在明确了每个环节整体孩子的基础是什么，每一个孩子的

基础是什么之后，也就更能从中发现幼儿真正的需求与问题。 

也是基于此，修改后的周计划在面向全体幼儿的同时，还看到

了个别幼儿的需要与问题，依据幼儿当下的实际情况与需求，与班

级当下的关注重点建立对接，进行班本化描述，并设置了整体幼儿

与个体幼儿的发展目标。 

（三）从组织活动，到课程、资源支持 

以前的周计划，我们只是在组织活动。但是现在更多的是对支

持性活动的一个挖掘，对于可利用资源的一个盘点。所有一切的目

的都是为了支持、促进幼儿的发展，组织活动只是一种手段。 

从这三个变化中，我们提炼出周计划制定的根本是“以幼儿为

本”，为教学服务。一份目标明确、规划科学的周计划，不光能够让

班级教师更好地把握下周保教任务的工作重点，在统筹安排一日生

活各环节的同时，每个环节的工作重点更加突出，班级教师在面向

全体幼儿的同时，也能够更好地给予个性化支持。 

三、怎么做？ 
（一）日常观察 

周计划的制定是依据幼儿发展的需要，而幼儿发展的需要总是

在幼儿的过程行为中得到体现，并通过观察的方式被捕捉。基于此，

观察能够为我们提供精确的依据，帮助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幼儿

的个体需要，使其更具针对性。所以周计划的制定一定是要与我们

的观察记录、日常工作相结合的。 

比如，在对区域游戏进行连续一周的观察后，我发现整体孩子

是什么样的表现，个体孩子是什么样的，尤其某几个，她已经一个

星期玩这个游戏了，但还是玩得很好；或某个孩子已经一个星期都

在游离了。这是我日常观察的内容，这个信息是我周计划里面要用

的，要纳入到最新的周计划中。比如说，我观察到上一周芊芊，她

已经一个礼拜都在表演区玩同一个舞蹈游戏，她一直很感兴趣，但

没有什么提升。所以，在新的周计划里面，我在表演区增设了一些

材料，准备了地垫、舞蹈视频等。为什么准备这些，因为在前面观

察到的信息就是这个，芊芊跳得很好，但没有提升，那我可以创造

条件来支持她。所以我针对这个孩子提供这个材料。 

其实想要更高效地完成周计划，难免离不开一个话题。因为我

们每一周的周计划是涉及到上一周每一天的观察的，而这有一个很

好的结果呈现，就是我们的每日动态。 

以每日动态中晨间入园为例，到周五时我一周观察已经做完了。

这一份表我是可以直接用到周计划中，作为我下一周周计划的数据支

撑的。从一周的观察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整体和个别幼儿的情况，并

以此为基础，找到下一周的工作重点。就比如在这一周里，绝大多数

孩子情绪稳定，在八点半之前入园，能够主动打招呼。Chloe、悠悠、

朵朵和三月这一周大部分时间是在八点半后入园，区域游戏时间大大

减少，甚至没有进行区域游戏，那我在下一周就需要继续跟进与支持。 

除了关注到全体幼儿，通过周计划和每日动态之间的对接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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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更好地给予幼儿个性化的支持。比如在前期的观察中我发现

萌萌这个幼儿在区域游戏的过程中，更换游戏内容频繁。为了更好

地了解其中的原因，在下一周的周计划中强调了对其游戏坚持性的

关注。于是在下一周我对萌萌游戏的坚持性进行了连续的观察，在

发现原因后，给予其个性化的支持。 

总的来说，每日动态为周计划提供了数据、内容的支撑，同时

也是周计划的落地实施，而周计划也是基于此，预设和制定了下一

周每日动态的观察重点。 

（二）同伴合作 

无论是制定还是实施周计划，都需要班级教师协调统一、分工

合作。因为每天观察、拍摄、记录到每一位在每一环节的发展情况，

是非常困难的，无疑需要班级教师有极强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因此，

班级教师之间的合理分工就显得尤为重要。除了周计划上的分工，

我们班每天都有小型的碰头会，每周有一次很正式的班级例会。 

同时，班级老师的分工每一段时间会进行一个调整，这样能帮

助我们更好地看到孩子的每一个环节。我之前在晨间接待的时候更

多地关注的是孩子入园五件事的完成情况。后期换到我们班蒋老师

晨间接待时，她一下子就捕捉到了孩子摆放水杯这个资源点。观察

到了这些信息后，我们在组内进行了沟通，并将幼儿来园时水杯带

摆放作为下周的关注重点。 

不只是搭班，我们的保育老师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还记得小

班刚开学时，为了了解幼儿餐后漱口的习惯，我设计了相应的一份

观察表格。但观察幼儿区域游戏的同时，关注幼儿吃早点的情况，

其实是很难兼顾的。我把这个顾虑在组里说了后，我们班的吕老师

就主动提出这部分的记录可以由她来进行，在关注幼儿用餐的同时，

记录幼儿漱口的情况。 

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容易关注不到一些

事情，那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同伴的力量，合理分工，相互

配合，取长补短。 

（三）动态灵活 

在我们周计划的最后，我们安排了一个部分叫做生成活动。因

为拟定周计划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展下一周的活动，并不是为了

束缚住班级教师组织活动的创造性以及灵活性。 

拿我们班之前某一次生成活动为例，记得是小班新生刚入园两

个多月的时候。两个月的在园生活，让孩子们对幼儿园的生活有了

一定的适应，也不再满足于原先教室中所提供的各种材料，他们就

开始寻求新的刺激。除了对班级环境、材料进行相应的更新、丰富，

我们还发现了班级孩子对午点中的糖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少宝

贝是第一次尝试糖蒜，对他们来说是既新奇又好玩：“今天的这个菜

是什么啊？吃起来感觉辣辣的。”“这个是不是辣椒啊？”“不对辣椒

不长这样。”“那这个是什么呢？” 

基于幼儿的兴趣，再考虑到那时天气转凉，大蒜种植存活率的

显著提高，而且大蒜种子较大、生长周期短、管理方便，非常适合

小班幼儿这种自理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等各方面相对较差的幼儿种

植。于是我们的生成性活动开始了。 

留白是必要的。因为周计划是我们预设的一个活动，而孩子是

灵活的，他们是一直在变化的、发展的，所以我们的周计划要有留

白的空间。 

（四）家园共育 

幼儿园、家庭、社会等都存在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在周计划的

制定中，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并进行有机整合。在这个过

程中，真正做到家园协调一致，进而拓展孩子自主学习与探索的空

间，同时不断丰富班级老师在周计划实施中的方法、形式以及手段，

来促进幼儿更有意义的成长。 

周计划中的内容不光是对家庭资源的梳理，还包括本阶段活动

开展的具体情况、或是下阶段的活动预告、或是需要家长支持配合

的内容、或是一些具体的策略措施等。那在关注全体幼儿的同时，

针对在班级日常观察中发现的情况，再与个别家长进行沟通，关注

幼儿居家的行为表现，再同时对照在班表现，在交流沟通中，共同

促进幼儿的发展。 

就比如，我们班的桃桃小朋友。那时候小班新生已经入园了一

段时间了，绝大多数幼儿都能够自己穿衣服、穿裤子了，就算有个

别不会自己穿的幼儿，也会主动寻求老师的帮助。而我们班的桃桃

小朋友，在下了床之后，就总是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动也

不动，干等着。 

于是，我们就和桃桃妈妈了解情况。桃桃妈妈说，因为她和桃

桃爸爸的工作很忙，桃桃基本是家里老人带的。家里老人在带的时

候呢，基本上就是把东西全都给桃桃弄好了。比如：帮桃桃穿衣服

啊、喂桃桃吃饭啊等等这些。 

那在了解了这个情况后，我们先是对桃桃家里老人的这种宝贝

孙子的心态表示了理解。接着，我们结合现实情况，从桃桃能力发

展这方面和桃桃妈妈、家里的长辈一起进行了分析。那在分析的过

程中，反思自己的行为，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达成家园

的一个共识。 

其实这也是我们家园共育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我要是想将这

部分的内容呈现在这个板块的话，其实还要思考好针对桃桃的情况，

我们可以给出什么样的指导方法、需要家长配合的是什么？我们的

反馈方式又是什么。 

四、我的感悟与思考 
首先，是在理念上。周计划的撰写不是为了任务，而是老师在

孩子的每一天的建设中，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的真正地去感受

自己，回顾自己，反思自己。那在这样一个感受、回顾、反思的过

程中，也是我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 

然后，能力上。这样一份周计划能够督促我每天去看孩子。因

为要完成这样一份周计划，离不开对于幼儿一周的观察。那随着时

间的日积月累，我的观察能力、对孩子了解的能力、课程设计的能

力等等，很多的一些综合能力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可能就都

有了一个提升。 

最后，是在经验上。也是结合之前观察、每日动态和周计划之

间的关系。我就在思考，那么能不能与我们每学期都需要做的一人

一档的成长档案结合起来呢？ 

 

其实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围绕孩子做了一个串联。周日

计划就是我们面向全体孩子、以及个体孩子的观察计划，这样的计

划做好之后就会成为班级动态。这个班级动态因为涉及到全体和个

体的观察，又会成为成长档案的一部分。成长档案又会成为评价课

题依据、孩子发展的依据，成为我们制定下一周周日计划的依据，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把工作串联起来了。这其实就是在给我

们老师减负。因为这就是内在原理，带着原理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们整合起来，无形之中就是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周计划作为一日生活开展的基础，需要班级教师用心观察，从

细节出发，不断探索和思考。在反思和实践的过程中，提高个人各

方面的专业素质，促进班级幼儿的全面发展，进而提高整个幼儿园

保教工作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