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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开展项目化学习活动的实践研究 
李莉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东阳花园外国语学校（幼儿园）  322121） 

摘要：在目前我国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项目化学习活动是近年来备受幼教界关注的教学方法，一股“项目化活动”热奔涌在全

国各地的幼儿园。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幼儿教师对于项目化活动的开展与实施存在许多困惑，推进较为困难。基于此，本文首先阐

述了幼儿园项目化学习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策略方式，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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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目前阶段，随着我国对于幼儿教学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现阶

段幼儿园教学已经成为了学生接受初段教育之前的重要教育模式。

在幼儿教育中，教师还需重视对项目化学习活动进行重视，引导幼

儿积极参与其中，在学习活动中提高幼儿的综合能力，给幼儿的未

来学习打下基础。 

1、项目式学习活动的应用价值分析 

在幼儿教育中，对于幼儿园的项目式学习活动，是指幼儿在教

师的支持、帮助下，根据某个阶段实际出现的重大且大家都共同关

心的话题，以小组合作互动交流的方式，采取集体探究、制订方案、

实践探究、展现成果、共同互动的形式，来获取知识、理解意义、

建构认知。研究者沉浸在和自身工作有关的、生动的、内容丰富的

事情和话题中，以一个有趣的方法生发深度学习，这个主动学习的

方法可以被看作一种创造性研究过程。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幼儿

永远是教学的旁观者，而项目型教学则赋予了幼儿学习的主动性，

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立场”。因此，与传统的主题活动相比，项目

式学习活动更具价值。项目式学习活动更符合幼儿园特点，教师可

以随时随地都能分享教学活动的起因、开始、过程及各环节中的一

些问题，并且伴随着教学活动的持续进行，幼儿、父母以及学校专

家等都要积极参与其中，不断评价并调整各项进度与结果。 

2、项目式学习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目前阶段，绝大部分幼儿园的课程都采用项目式学习活动，

项目式学习活动即教师和幼儿根据季节、家乡、特殊事件等方面确

定一个内容，通过区域活动、集体教学、角色游戏等形式进行学习

的教学模式，通常带有一定的教师主导性，预设成分较多，是班级

教师根据幼儿的兴趣爱好等设计出来的，目的性和学习性较强，并

不能使班级中每一个幼儿得到最优发展。所以，教师在设计、选择

项目式学习活动的时候，经常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项目式学习活动内容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是教师根据季

节等已经预设好的主题召集平行班教师进行审议、计划，项目式学

习活动的名称、目标、课程计划、实施过程看似根据幼儿的兴趣爱

好进行了课程前、中、后的审议，实则教师的主导性很强。由于项

目式学习活动的目标是预设好的，所以教师在审议时往往会围绕着

“项目式学习活动的内容都要为活动目标所服务”理念计划各类活

动，从而出现活动实施过程中预设的集体教学活动多、幼儿自主探

究类活动少的现象； 

（2）、幼儿园教学活动中的“项目主题”，通常是指在幼儿园的

教学活动中一个单元中所需要探究的某个中心话题，这种中心话题

通常蕴含着某些问题和现象，要求幼儿采用直观感受、实际操作、

亲身感受等方法加以探索，并在探索过程中使其得到全新的、整合

的、联系的经验。现有的幼儿园项目式学习活动一般来自领域教育

知识、幼儿身边的生活环境，或其亲历的事情、专门提炼出的教育

原则或法则、优美的儿童文学作品这四个方面。在开展项目式学习

活动时可看到，这四个来源的项目式学习活动可能是以某一领域的

知识活动为主，忽略了幼儿在其他领域的均衡整合活动。 

3、幼儿项目式学习活动的实践研究 

3.1、教师要立足兴趣特点引领幼儿亲近自然 

项目式学习活动的开展应遵循“玩中学”“做中学”的核心思想，

有计划有目的地，比如组织绿植栽培种植活动，大班阶段幼儿已经

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教师在制定项目任务目

标时，要立足于幼儿的个性特征、认知水平与兴趣特点，创设丰富、

自由、独立、宽阔的游戏实践环境，使幼儿在具体活动中，可以结

合自己的已有的知识经验，进行种植养护、独立观察。 

例如：教师可组织开展“创意盆栽种植”项目任务，项目任务

目标设定，指导幼儿自由选择播种植物，以小组为单位合作观察记

录植物的生长变化，通过种植实践开阔幼儿智力、思维、视野，培

养幼儿热爱自然的美好情感。活动开始前，教师首先组织幼儿说出

自己所认识和喜欢的绿色植物。指导幼儿之间相互交流分享经验，

初步掌握一定的种植科学方法和技能。同时，教师准确把握介入时

机进行启发，激发幼儿对绿色植物的探究兴趣。“小朋友们，你知道

植物生长需要哪些条件吗？”“你了解植物的养护方法吗？”让幼儿

能够系统的了解种植流程，知道植物的生长离不开阳光，土壤和空

气，种植过程中需要定期对植物进行换水和修剪。由于幼儿的认知

和理解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教师在帮助幼儿掌握技能和方法的基

础上，科学合理的为幼儿提供“绿萝、文竹、常青藤、吊兰”等易

存活，生长周期短、变化明显、具有观赏性的绿色植物，供幼儿进

行选择实践，使幼儿在种植管理的过程中，通过亲身实践，感知体

验植物的生长过程。 

3.2、教师要有效预设计网络图 

在幼儿园开展项目式学习活动的过程中，教学需要充足的准备，

老师在带领同学们开展项目式学习活动之前，必须进行充足的备课，

设计出活动网络图。以往的传统教学活动设计，大多都以教师为主

体，由教师进行主导，但是这种传统的教学活动设计已经无法满足

现有的现代化教学需求。因此老师在带领同学们进行学习活动之前，

必须要针对教学内容、教学安排、教学目标进行充足的准备，利用

灵活的形式完成活动网络图的设计。在进行活动网络图设计的过程

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幼儿在进行学习活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

问题，提前做好打算，制定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解决步骤，尽量

避免幼儿在活动过程当中发生安全问题，使孩子们能够在活动当中

得到全面的培养和锻炼。项目式学习活动的核心思想是要引导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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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真实的问题以及问题存在的原因及现象，进而掌握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因此，老师在进行项目式学习活动的过程中，应该

以同学们的经验知识作为出发点来活跃课堂教学氛围，激发幼儿的

参与兴趣，有效利用项目式学习活动，引导幼儿进行自主分析，建

立起属于幼儿的知识体系以及思维模式。 

例如：老师在带领孩子们进行科学活动的过程当中，可以先询

问孩子们的意见，是否有什么想要进行的游戏，然后再按照实际教

学情况进行适当的改编。在预设网络图之前，也可以适当的上网，

搜集更多的资料，利用一些民俗游戏来吸引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以

此活跃课堂教学氛围。 

3.3、以“互为联动”路径设计幼儿园课程 

幼儿教育虽然推崇“以孩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已久，不过就

一般的课程设计而言，还是沿用着由专家、教师等主导的发展方式，

幼儿并不能参与到课程设计中，被排斥在课程外。项目型教学理念

重视的是幼儿在活动项目上的独立，进行课程设计时根据幼儿的需

求与兴趣爱好创设适当项目，在幼儿体验课程中不断改进项目设计。

学科形成途径是以幼儿为核心，教师、专家、父母、幼儿相互联系，

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向关系。教师可以根

据地域特色和区域发展，通过观察幼儿的学习与活动，及时引导幼

儿产生问题；也可以让幼儿通过在教学和活动中的观察产生问题，

以此作为教学建构的出发点，从而形成真正以“儿童立场”为核心

理念的教学。专家也应加入到相关研究中，在准确判断幼儿现阶段

接受能力的基础上，为幼儿园课程的框架结构、课题内容、教学研

究等问题做出专业指点与引领。父母可采取各种方法参与项目教学，

父母的积极参与对幼儿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当幼儿在家里积极

地讲述自己在幼儿园完成的各项教学活动后，父母能看出幼儿主动

投入到教学实践中，并观察到项目式教学在幼儿园能够培养幼儿参

与教学的能力。教师通过项目式教学使幼儿掌握更多的如绘画、书

写、拍照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使父母感受到项目式教学的作用和

重要性，也会更加支持项目课程的学习，支持幼儿与学校的发展。 

3.4、教师可以根据幼儿兴趣生成项目主题 

目前大班幼儿具有自主能力强、学习意识强的特点，教学活动

中经常会从不同的角度发出疑问，以满足个体的求知欲。在创设项

目式学习活动的背景下，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学习兴趣生成项目活

动主题，利用兴趣带动幼儿活动的欲望，慢慢地让其将兴趣内化成

学习动力，生成探究性学习的行为，构建具有多元化特点的区域活

动。 

例如：在课程活动“家乡有什么”中，幼儿对自己的生活环境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开始阶段，教师可以询问幼儿问题“在我们

的家乡中，哪些景色、物品是你最喜欢的呢？为什么喜欢它们呢？”

幼儿在讨论中纷纷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比如“我最喜欢芦蒿！我妈

妈经常用来做菜！”、“我喜欢葡萄！甜甜的，像糖果一样！”、“我喜

欢山楂！我们幼儿园中就有山楂树！”……在幼儿争先恐后地说出自

己喜欢什么水果后，幼儿突然产生了疑问“葡萄是怎么结果子的呢？

葡萄树是什么样子的呢？”“芦蒿怎么长出来的呢？它也会有爸爸妈

妈照顾吗？”……教师听到幼儿的疑问后，有意识地记录下来，将

其纳入区域活动的设计中。随后对他们讲到“小朋友们，既然你们

都对植物的成长感兴趣，那你们回去收集一下资料，我们开展种植

活动吧！”在这个活动中，教师创设了活动“家乡有什么”，通过观

察儿童的回答和疑问，总结了幼儿比较感兴趣的话题“蔬菜、水果

怎样成长”。在总结幼儿问题时，教师并没有直接传授幼儿一些经验，

而是鼓励幼儿自主寻找答案，同时策划了“种植式”的区域活动，

为后续的课程活动做好铺垫。这种基于儿童兴趣展开的教学活动，

能够快速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使幼儿在兴趣的驱使下展开自主挖

掘，再慢慢地渗透到不同的领域中，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3.5、围绕问题创设项目探索内容 

在项目式学习活动主题确定后，教师要从幼儿自身的兴趣点出

发，引导他们围绕主题提出问题，在问题中创设项目，自主探索活

动内容。在围绕项目主题展开活动的时候，教师应善于利用言语引

导的方式展开学习，让幼儿围绕问题内容展开讨论，尽最大的能力

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最终达成项目目标，推动项目区域活动的深

入发展。 

例如：以《种植活动》为例，在开展项目式学习活动中，教师

可以根据儿童发出的疑问，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不同水果的种植

方式都相同吗？”“种子发芽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如果我们展

开种植活动，需要准备哪些道具？”引导幼儿思考并讨论。比如在

“种植方式”的问题中，部分幼儿讲到“我查阅了阅读区的图书，

不同的水果有不一样的种子！”教师继续询问“那都有哪些种子呢？

种子在哪里可以找到呢？”幼儿议论纷纷“桃的种子就是桃子中间

硬硬的核！”“橘子的种子就是果肉里的籽！”“苹果的种子就是果核

中间黑色的籽！”……而在“活动道具”的问题上，幼儿讲到“我看

动画片中的老爷爷种地，需要用锄头！”“妈妈平时在家种花，都用

小铲子松土！”“奶奶说种花需要浇水！”……在问题“种子发芽”中，

幼儿讲到“有些种子需要用水泡！”“有些可以直接埋起来！”“还有

些不需要土也能长苗苗！”……在众说纷纭的讨论课程中，教师帮助

幼儿总结知识内容：种植需要的道具有铲子、锄头、水桶；种植活

动需要各种不同的种子；种子发芽需要水、阳光、空气等元素。通

过这种活动，教师利用问题延伸了幼儿活动兴趣，在问题的驱使下，

可以让幼儿明确种植流程，并总结了植物种子、活动道具、种植要

素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创设了幼儿发展的探索内容，通过问

题串联了探索方向，形成了一个基本的项目探索框架，引导幼儿循

序渐进、持续、有目的性地展开探究活动，逐步达成了项目目标。

在这样的活动基础上，种植项目区域活动就在儿童的问题中启程了。 

结语： 

综上所述，在幼儿园教学中，进行项目式学习活动的建设，可

以让教学的趣味性获得良好的提升，并且也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通过做游戏的方式来加强自身的学习水准。而教师在进行项目式

学习活动设定的过程中，需要针对幼儿的心理状态以及思维能力和

认知能力来进行游戏架构。明确项目式学习活动设定的主要目标，

不要盲目带领学生进行项目式学习活动，而是要在项目式学习活动

的过程中发挥幼儿教学的实际作用，完成幼儿教学的目标，让学生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拥有良好的基础，帮助学生完成人生第一

站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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