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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生活教育”与主题课程的契合点 

——以小班“我们是一家”主题为例 

张双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幼儿园经天路园  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随着新课改理念的不断推进，教育者逐渐认识到课程回归幼儿生活的重要性。因此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作为

教育的根本理念又被提上日程，以幼儿为本，从幼儿的角度引导教育幼儿是每个教育者探讨的话题。教师在跟随园本课程建设中，

教师的幼儿观、课程观也逐渐科学化，开始转向对班级幼儿主题课程的研究。为探索幼儿生活课程，让幼儿能够积极融入新的班级，

交到新的好朋友，适应新的幼儿园，本文以小班课程故事《我们是一家》为例，谈谈自己在选择生活化课程支持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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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现状，寻找适宜的主题课程 
由于小班上学期只有 7 名幼儿入园，28 名幼儿未入园。所以我

们决定二次开展《我上幼儿园》这一主题。小班下学期开学后，我

们了解到大部分幼儿在其它园过渡，只有 10 名幼儿未入园，开学一

周的情绪安抚后，我们发现班级孩子们，在自理能力、语言发展、

社交能力、常规要求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帮助孩子们更好

融入大集体，我们开始尝试寻找契合我们班级幼儿的主题课程。 

案例 1： 

晨间入园时，潼潼哭着离开了妈妈。旁边的宁宁说：“你看我都

不哭，妈妈放学就来接我们了。”此时的潼潼不理会她，哭的反而更

凶了。宁宁过来问我，“她怎么还在哭啊，老师，你看我都不哭。”

我告诉她，因为她第一次离开妈妈上幼儿园，想念妈妈了，我们要

安慰她。宁宁尝试着安慰潼潼几声，见她没有好转，就转身融入到

了其他小朋友的游戏中。 

案例 2： 

在孩子们聊天中，我们常常听到孩子们对于以前班级交流，有

的说：我和元宵之前都是某某园小五班的，元宵在我就不会哭的；

有的说我也是某某幼儿园的；有的说我也上过幼儿园；班级年龄偏

小的孩子们，则是默默的听着。在孩子们游戏时，常常看到，老生

一起玩游戏、新生聚在一起玩游戏的身影，还有几个落单的幼儿小

声的抽泣着，每天教室里哭闹声、嬉戏声、聊天声、争吵声，热闹

非凡。 

针对此类现象，为了帮助孩子们更好地融入大集体，我们的主

题课程活动更改为《我们是一家》，希望通过主题的开展，让孩子在

此过程中慢慢适应新的幼儿园、新的班级、认识新的老师、结交新

的同伴。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乐意学习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从而渐渐爱上自己的幼儿园、自己的老师、自己的同伴，成为相亲

相爱的一家人。 

二、幼儿为本，构建我们的新班级 
班级环境对于大部分孩子们来说还是陌生的，因此我们通过老

生带新生的方式，让部分幼儿成为本活动的组织者，带着新同伴认

识小标记、班级环境等。这也激发了老生的榜样示范作用，安慰了

部分老生“失宠”的情绪，同时也让新生更快地熟悉了我们的班级。 

案例 1： 

游戏时，建构区的小朋友都在开心地玩着游戏，小橙拿了施工

标志牌，准备建构，转身后，看到了小澜脱鞋要进入，急忙举起标

志牌，告诉小澜这里要施工了，看着小澜转身走开后，小橙把施工

牌送到了，柜面上，回头一看小澜又回来了。急忙告诉我：“张老师，

小澜进来了。”正在建构的允宁，听到了赶紧告诉我“也没有她的小

河马”，指着建构区的游戏卡袋。转身后，看到小澜正在脱鞋子，正

准备进来，急忙告诉她：“小澜，你的小河马不在这里，看！”一边

指向建构区游戏卡袋。小澜从旁边的益智区拿了自己的游戏牌，“看，

我的小河马在这里呀！”“给我看，你不是刚刚在哪里的吗!”小宁指

向了生活区，小澜便出去拿了插牌，当再次进来时，被小宁强烈阻

止了。只好继续徘徊在建构区外面。 

案例 2： 

经过几天的观察发现，孩子们在区域玩玩具时，总会出现随便

拿取，也不送回去，玩具掉的满地都是，收拾玩具时，总有一些玩

具送错了“家”。有的孩子热衷于某个玩具，对其他的区域游戏，视

而不见。更有的小朋友，将自己喜欢的班级玩具放进口袋里，悄悄

地带回了家。 

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理论中，曾说过“教的方法根据

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情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

便怎样教。”针对此现象，我们开展了集体活动：《我的班级》对班

级现有的区域游戏：建构区、益智区、科学区、美工区、图书区、

生活区、娃娃家也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通过小贴纸通票的方式，让

孩子们选出了自己 喜欢的区域。参与投票的幼儿 34 名，其中票数

排在前三名的是娃娃家 9 票；建构区 8 票；美工区 6 票。通过班级

孩子对区域游戏的喜爱投票统计，结合教研活动中专家和园长们对

我们班级环境指导和建议，从而对班级区域进行了微调整。 

1、娃娃家改造前后 

上次投票统计中，票数 高的是娃娃家 9 票，我们根据孩子们

想法，先丰富了娃娃家墙面装饰，营造出娃娃家温馨的氛围。 

案例 1： 

经过几天游戏观察下来孩子们似乎对于小厨房特别感兴趣，常

常徘徊在厨房周围。娃娃家的桌子上，总是看到锅、碗、勺子和蔬

菜水果横七竖八地躺在桌子上。而小厨房灶台这边则是挤挤攘攘，

有时 2 个人供用一个，有时几个人争着要进厨房，玩煮饭游戏。 

针对此类现象，游戏结束后与孩子进行讨论：一个小厨房怎么

供三家使用呢？面对这样现象，有的孩子提出：轮流用，等她用完，

我再用。有的说：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用。 后我们和孩子一起约定，

三家共用一个小厨房，小厨房每次 多进 2 个人煮饭烧菜。饭菜烹

饪好，就端到各家桌子上。于是我们开始一起调整娃娃家的游戏材

料，把锅具、碗碟、勺子等厨房用品放到了小厨房、水果蔬菜分类

摆放在了厨房这边柜子里。娃娃家桌子上仅保留了茶具套装。同时

也发动家长资源收集了娃娃家所需的游戏材料，如：娃娃洗澡浴盆、

洗澡用品、挎包、买菜的篮子等用品。通过观察，这几天娃娃家游

戏，有了明显的进步，孩子们游戏中，能尝试和同伴协商，共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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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厨房；娃娃家桌子上的用品摆放，也比之前整齐多了。 

2、建构区改造前后 

上次投票统计中，票数排在第二名的是建构区共 8 票，因此根

据班级孩子们的需求，结合园部给的建议，在空间布局上，我们先

移动了建构区的柜子，把装积木的柜子从原先的靠墙摆放挪到了侧

边摆放，并用 KT 板做了柜子里面的隔档，避免了不同区域之间的

材料干扰。在墙面创设上，我们把原先的建构图片欣赏、积木图示、

活动剪影，更加细化到三个板块：建构技能、图片欣赏、精彩瞬间。

在场地调整上，把原先有马路场景图案的地垫，更换成了简约的地

垫。把积木收纳盒，放置了建构的中间。而马路地垫则作为可移动

的垫子。扩大了班级的建构区，并有效地避免了孩子们搭建时候的

被地垫的图案所吸引，从而限制了建构游戏的本身。 

同时我们也结合小班幼儿年龄特点，注意力时间短，好奇心强，

喜欢摆弄和操作物体等特征。在材料投放上，我们减少了一些干扰

性辅助材料，投放了一些适宜、适用的、量少的辅助材料如：卡通

动物、人物积木；少辆小汽车；交通指示牌等。通过这些材料的更

换，满足了不同层次幼儿对建构游戏的需求，丰富了幼儿生活经验，

提高了幼儿游戏水平了，从而将生活教育真正落实到幼儿游戏中。 

3、美工区改造前后 

票数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工区共 6 票，因为班级美工区布局还是

比较大的，所以没有太大调整。通过一段时间，观察孩子们的游戏

情况，我们发现班级多数孩子对于泥工活动还是比较感兴趣，泥工

区的一张方桌，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需求，常常挤到绘画的桌子上进

行泥工制作。所以在空间布局上进行了内部微调整，把原先泥工区

的一张方桌，更换成了 2 张方桌，在材料投放上，采用就近原则，

把幼儿常用的泥工材料，放在了方便幼儿游戏时取放的地放，并投

放了泥工展示台，供幼儿存放作品和欣赏，满足了孩子们对泥工活

动的热爱。在墙面创设上，我们把主动权交给孩子，让环境成为幼

儿的乐园，根据孩子们活动的兴趣，一起和孩子们装饰了大树，并

布置在美工区。我们不再追求“成人的美观、整洁”尝试着放手让

孩子们自己去装饰他们的美工区。在美工区的材料投放上细化了每

个区柜子的功能，如：手工、绘画、水粉、泥工等，材料种类上遵

循量少类多、并投放了高结构材料和低结构材料，满足不同层次幼

儿对游戏的需求。 

4、我们的约定 

前期我们和孩子们一起讨论，约定墙暂定为：举手发言、分享

玩具、友好相处、小声说话。通过一段时间观察与了解，发现班级

大部分孩子几乎没有午睡的习惯。午睡问题也迫在眉睫，经过和孩

子们讨论后，约定墙增加了我们的约定：安静午睡。 

几周活动开展下来，我们发现幼儿在散步或者离园活动排队时，

总有部分的孩子们喜欢落队，个别的孩子还会存在推推嚷嚷，在同伴

和老师们的多次提醒下还是效果平平。于是进行了互动讨论：排队活

动中要注意哪些问题？有的说：要跟好队伍，一个一个走；有的说：

排队时不能插队；有的说：不能推人；有的说：一个跟着一个走。孩

子们纷纷讨论， 后我们共同商定增加了我们约定：排好队，跟着走。 

三、观察反思，从活动到课程的转变 
“生活即教育”，幼儿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皆教育。这就要求，

老师要有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以幼儿为本，围绕儿童生活，引导儿

童生活，给予幼儿活动支持，从而提升儿童的生活经验和生活能力。 

两周活动开展下来，我们在日常观察孩子的时候，发现班级孩

子在交往的时候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想和同伴游戏，不知道该

如何去表达；有的遇到不开心的事，哇哇大哭；有的孩子不会穿衣

服，就在旁边干等，等到老师发现他......于是我们开展了一节《让我

来帮助你》的集体教学活动：引发幼儿共情，一同回忆讨论：你有

没有帮助过别人，你是怎么关心帮助别人的？孩子们纷纷分享了自

己帮助他人的经历。通过本节活动的开展，孩子们学会了关心和帮

助同伴，也知道遇到困难时尝试请求他人帮助。活动开展完以后，

我们对孩子的日常行为进行了观察和记录。捕捉到以下画面...... 

记录一：我来帮助你 

早上清清来到了班级，取好了自己的游戏插牌，转身时看到旁

边的溪溪正在走过来，开心的说：“我知道，你是小猪的牌子，我帮

你取吧！”就顺手帮助了她取了，于是两个好朋友，便一起到了美工

区游戏。 

记录二：暖心时刻 

午睡前，孩子们都在忙碌的脱裤子鞋子，老师们也正在忙碌的

帮孩子们脱下毛衣，脱不下毛衣的糖果十分着急，就在这时，身为

班级“大姐姐”的琰琰主动帮助了身边的糖果“妹妹”脱了毛衣。 

陶行知先生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

所必须的教育。教育是为了生活，离开了生活的改进，教育就失去

了意义”。对于刚入园的小班幼儿来说，他自己身边生活，才是对他

有意义的生活。我们教师则需要细心观察，给予支持，耐心引导，

从而让孩子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获得教育，潜移默化的教育中学会

生活。 

案例：点名引发的故事 

一天早上，老师点名刚结束，只听见一个小朋友说：“老师，一

霏怎么没来啊，她的游戏插排还在家那里呢！”我告诉他：一霏今天

家里有事，请假一天，我们明天就能看到她啦？紧接着孩子们，纷

纷说了起来。舟舟：“老师我想她了，怎么办？”祎宁：“我可以做

东西送给她吗？”景暄：“我可以给她写信吗？”闻溪：“老师，彦

达也没来。”我告诉孩子们，因为他 近有点咳嗽请假了。梦阳：“我

要用爸爸单位的废纸，做信放在他柜子里。”瑾宁：“那我要分享给

他我 喜欢的图书。” 

孩子们对于没来的同伴的强烈关注出乎我们的意料。热烈的晨

间谈话持续了很久……允宁说：“其实我今天带了一份信，我想送给

瑾宁的。”我们在征得允宁同意后，允宁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信：上

面我画了两颗爱心，代表我很爱她呀，里面还画瑾宁和我，还有太

阳，我想和她一起出去玩儿。允宁的分享让其他孩子顿时激动起来。

孩子们纷纷说，我也想送给我的好朋友。 

沿着孩子们讨论的话题，我们紧接着开展了深入的谈话。孩子

们与同伴之间的温馨故事就此展开，生成了“我和朋友的故事”系

列课程故事活动。通过一系列的“我和朋友的故事”活动开展，我

们发现孩子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了，一日活动处处体现着同

伴之间的关心和友爱，孩子们之间也有了自己的友谊，班级的老师

们也收获了来自孩子们的关爱和拥抱。 

幼儿园主题课程的开展， 终要落到幼儿的“做”上，所以“生

活教育”是主题课程开发的 终目的。陶行知先生说“要解放孩子

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

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幼儿是社会的一份子， 终要走向

社会。教师要在一日活动中，给予幼儿足够的支持，提高幼儿生活

认知水平，帮助幼儿更好地学习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陶行知.陶行知全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002： 

[2]陈旭.浅谈游戏化策略在幼儿园课程中的运用[j].幼儿教育研

究.2015 

[3]孙丹.基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的幼儿园课程实施策略研

究[j]作文成功之路.201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