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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开始,快乐出发 
——谈课程游戏化背景下小班课程的实施 

时晓园 

（苏州工业园区三之三金金湖湾幼儿园  215000） 

摘要：刚刚送走一批大班的孩子，笔者还没有从他们极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班级管理能力的惯性中走出，就迎来了一群懵懵懂
懂的小班新生。小班的“课程游戏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笔者想是从一个所有幼儿园老师都曾经无数次思考过的问题开始：
9 月开学，面对一群哭哭闹闹、各自忧伤的孩子，怎样让他们尽快调整好心理，熟悉新的环境，认识老师、朋友，愿意每天坚持来
上学，爱上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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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这个问题，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答案，如同开学工作般千

头万绪。教师需要做的就是从一团混沌中发现幼儿的兴趣点，由点

到线，再到面，引导幼儿成为课程的主角，从而拉开课程游戏化实

施的序幕。每一次尝试，每一个答案里都记录着儿童的学习与成长，

饱含了教师对于儿童的爱与关怀。思考与解答的过程犹如盛会即将

开始，教师为幼儿铺设好了红毯，迎接他们走向属于自己的舞台。 

一、第一篇章：送你一个大苹果 
当教师面对一个全新的班级，把儿童的需要、儿童的生活、儿

童的参与、儿童的反应作为教师思考问题的一个立足点、出发点以

及归属，才能真正做到从儿童出发、为了儿童、回到儿童。开学前

一天，幼儿和家长一起来到学校参加新生体验日活动，在活动结束

前，教师给每位幼儿额头上贴了一枚大大的红苹果。边贴边和他们

聊天：明天自己走进教室，再送你一个大苹果；开开心心来找好朋

友，也有大苹果；能不能做到不哭不闹来上学呀，做到的小朋友奖

励大苹果哦；我们拿着大苹果在班级门口等你来，明天见……教师

在许下承诺，也在提出要求，从高到低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做到，使

教师的承诺可以兑现给每一个幼儿。宝贝，只要你愿意上幼儿园，

都是最棒的。开学第一天，无论是拉着同伴的手自己走进来的孩子，

还是拉着值班老师的手哭哭啼啼送到教室的孩子，看到教师手里拿

着贴纸等待在门口时那或惊喜或短暂停止哭泣的表情，都值得永远

珍藏。这天放学的时候，教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宝贝们，你们今

天都得到大苹果了吗？为什么要奖励大苹果给你们呀？”“因为我

不哭”“我也不哭”“我自己进教室的。”“宝贝们真乖，明天我也拿

着大苹果在门口等你们，明天要不要哭了呀？”“不要！”几乎所有

的孩子异口同声地回答。“你们要说话算数哦。”开学第二天，更多

幼儿自己走进了教室，尽管有几个脸上带着泪痕；有几名幼儿还是

需要值班老师帮忙才进教室，然后看着教师手里的贴纸，边哭边说：

“我不哭了，我想妈妈……”开学第三天，只有个别幼儿还需要值

班老师送，大多数的孩子都能自己来到班级并自选玩具开始桌面游

戏，尽管有时还会时不时冒出几句“我想回家”的呼唤，也会有身

边的幼儿主动安慰“阿婆会来接你的，她去买菜了”“爸爸妈妈去

上班了，睡好觉来接你，你乖点哦。”短短 72 个小时，教师做的只

是遵守承诺，每天守在门口送出一张贴纸，而孩子们，在心理需求

得到满足的同时从中懂得了遵守约定的意义。三天的时间，孩子们

用自己的力量走过长长的红毯，即将到达属于他们的舞台。 

二、第二篇章：老师，苹果又掉了 
随着开学第一周的过渡顺利结束，幼儿已经习惯了每天都能在

进教室的时候得到大苹果的快乐。于是他们从最初单纯的喜悦中发

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老师，我的苹果掉了”“老师，这个不粘了”

“老师，我的苹果坏了！”……那怎么办呢？笔者常常这样反问他

们。大多数的幼儿会十分迅速地回答说“你再给我一个吧。”刚开

始的两天笔者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几天过后，他们的陈述发生了改

变“老师，这个什么苹果呀？一直掉！”“老师，我的苹果又掉了呀！”

“老师，我洗手的时候苹果湿掉了。”这时，笔者开始给他们设置

了一些障碍，通过这样的方式鼓励引导他们思考更多的解决办法。

笔者说“我的贴纸不够了，一直补给你们，但是你们一直弄丢，怎

么办呢？”这回，幼儿并没有迅速给出回答。笔者只能通过平时的

观察来发现他们点点滴滴的智慧闪光点。通过连续的观察幼儿的学

习过程，教师了解儿童的价值认同，他们的方法选择和出发于直接

经验的效果反思。有的幼儿把笔者习惯性贴在他们额头的贴纸转移

到了衣服上，经常用手去按几下，他尝试将贴纸转移到自己看得见、

方便管理的地方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有效延长了贴纸保存的时

间。其他幼儿看到后，也借鉴了他的办法。有几个幼儿直接会跟笔

者说不要贴头上，贴在衣服上；有的幼儿在多次睡觉醒来后找不到

贴纸的经验中摸索出了另一种方法，睡觉的时候把贴纸从额头上拿

下来，放在枕头底下，起床再重新贴回额头，这样的方法也得到了

广泛的传播；一天午睡起床时有个女孩突然大声对着笔者说“老师，

她的床上有好多苹果！”笔者走近一看，发现熙熙枕头旁边靠近床

垫的栏杆上贴了整整齐齐一排四个大苹果。于是笔者就问熙熙为什

么要贴在床上呢？她说因为苹果一直掉，贴在这里就不会掉了。周

边几个孩子听到了，都过来围观，看到一排大苹果笑了起来。“老

师，下次我也要贴在这里。”“老师，这个撕不下来了。”孩子们发

现了新的方式，都表现得很开心，好多经过熙熙床的孩子都会特地

去看一眼那排苹果。“老师，我明天也要贴在床上。”“我也要”。“你

们是不是都想有许多苹果呀？”“是的。”那我来帮你们一起想想办

法吧。儿童学习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是通过直接经验，以及通过和

环境充分的互动、交流、沟通、操作才能够获得对于这个世界的直

观认识。来到舞台中央，请孩子们开始表演。 

三、第三篇章：我们都很“乖” 
板块投放的第二天，前几天缺席的涵涵就跑来找笔者说：“老

师，我没有贴纸。”还没等笔者回答，旁边就有孩子对她说：“我们

乖才能得到的”。“我也乖的”涵涵不甘示弱地说。“那你不来幼儿

园就没有贴纸。”这回涵涵委屈了，小声说“我生病了呀。”看到僵

持的双方，笔者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深入思考的契机。无论是

在生活还是工作中，教师习惯性地把对孩子的夸奖概括为“你真

乖。”孩子们也在潜移默化中知道要做一个“乖孩子”。当自己表现

“乖”的时候，就能得到奖励。但，到底什么是“乖”呢？幼儿对

于乖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孩子们，你们觉得什么是‘乖’

呢？”笔者提问。文文第一个说“我吃饭很乖。”其他孩子也你一

句我一句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我上幼儿园很乖”“我搭积木很乖”

“老师，我不哭的。”“我排队很乖。”“我会穿鞋子”“我学本领很

乖。”、“我画画乖的”……幼儿能够从各自不同角度来表述自己对

于乖的理解，当他们得到一枚贴纸，这枚贴纸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能

够坚持来上幼儿园这层最初的含义，每一枚贴纸都是对他们方方面

面努力的肯定与表彰。所以涵涵才会执着于尽管她缺席了两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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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活动 

师：恭喜你们闯关成功！现在我们一起去领奖品吧！ 

(师幼相互吸着开火车走出活动室) 

【说课】 

玩转磁环 乐探奥秘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说过：“儿童是天生的科学家。”是

的，每个孩子都生来具有一颗好奇之心，我们要做的便是保护好孩

子的求知欲，培养孩子的探索创新能力。玩是孩子的天性，更是儿

童的生命。结合科学的魔力，孩子们能在玩中不断激发其探索、思

考的欲望。本次活动我从三次玩磁环出发，层层深入设计教学内容，

把孩子带入了一个无比奇妙的“磁环乐园”。 

一、以玩激趣，初试磁环的玩法 

我们常说，生活处处有科学，而“玩”则是儿童生活不可缺少

的部分。同样，在孩子们的“玩”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涵。如

果能善于挖掘孩子们玩中的科学内涵，并巧妙利用孩子们爱玩的心

理，引导他们在“玩”中探索和学习科学，我们的科学启蒙教育就

会呈现出一个良好的状态。 

为了营造神秘感，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我课前搜索网购了一

种孩子从未见过的磁铁新玩具。上课时，我直接拿出磁环：“小朋

友，你们看这是什么呀？”当我把它往黑板上一吸，“磁铁！”几个

玩过磁铁的孩子迫不及待地叫起来，唤起了孩子对磁铁的已有经

验。然后我让他们自己去玩一玩这个小磁环。最后我请他们分享有

趣的玩法，于是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地介绍自己的玩法，如“能一

个追着一个跑、能隔着东西吸、能像弹簧一样……”等，出现了多

种玩法。 

二、玩中有思，探究磁环的奥秘 

“探究”之所以“探”字当头，是因为其结果具有难以预测性。

因为不知道结果到底会怎么样，所以才要“探”。而探究式教学中

的汇报环节,不仅是孩子展示探究成果的过程 ，同时也是反映孩子

实验中出现一些不可预料的问题的环节。很多老师容易在这个环节

跟着孩子的差错而犯教学上的错误。比如，当孩子探索的结论出现

差错时，老师总是急于指正，甚至表现出一种权威来迫使孩子们接

受所谓正确的结论。其实，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孩子出错是非常

重要和难得的教育契机，教师多次抓住纠错理念，引导还发现“错

在哪里？”从而自主纠错巩固正确的概念。在第二个环节贴红蓝颜

色标记的过程中，当孩子出现意外的差错时，我带领着他们一起去

检查、反思再尝试着重新粘贴，直至检验正确。我们应该切记：科

学不相信权威，只尊重事实。教师学会退一步，把探究纠错的机会

让给孩子，这样才能培养孩子勇于探索、寻求真理、体验成功的科

学精神。 

三、玩出创新，体验磁铁的乐趣 

探究是思考着玩，玩让孩子们的生活充满童趣，玩也为科学启

蒙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引导学生在玩中增加一点思考，

玩又何尝不是一种科学探究的方式？ 

在第三个环节，结合孩子探索到的磁铁“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的性质，我带着他们一起玩“小磁人”的闯关游戏。让孩子前后“背”

着磁铁玩“贴人”游戏，因融入了科学的元素，孩子的游戏更有意

义，也更富有挑战。第一关：面对面吸住，第二关：背靠背吸住，

第三关：站一排吸住和最后一关：围成圆吸住中。孩子们在玩中有

思，思后再玩。当发现“障碍”时，不时有孩子自主地翻转磁铁，

在游戏中很好地巩固了“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知识点，玩耍中

很好地运动到了这一科学概念。玩前、玩后启发他们多进行一些思

考，让平时那些随意的“玩玩而已”，变成有目的、讲方法、有思

考地玩，引导他们学会边思考边玩——在玩中思考，在思考中尝试，

在尝试中改进、发现和创新。让小朋友不仅能享受到游戏给他们带

来的快乐，也在“动”中提高了幼儿的思维能力、科探能力，让每

一位小朋友都能在磁铁摆弄中和小磁人游戏中做个科学小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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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依然是“乖”的，理应得到和小朋友一样的奖励。幼儿对于“乖”

的阐释，不正是班级公约的雏形吗？抓住了这个契机，笔者鼓励幼

儿进一步深入思考，通过更具体的行为来完善“乖”的范畴。“刚

才文文说他吃饭乖，你们吃饭乖吗？”幼儿纷纷回答“乖的”。“你

们做了什么事情，觉得自己吃饭很乖。”笔者追问。“我吃饭很快的。”

“嗯，吃得快是乖。”“我先洗洗小手再吃饭的，没有细菌。”“对呀，

饭前便后要洗手，你有好习惯，真乖”；“我吃饭饭的时候不说话”

“你说得真好，吃饭饭的时候要保持安静；”“老师，我不挑食的，

我饭饭菜菜都喜欢吃。”你真是个不挑食的乖孩子。“老师老师，我

也乖的，我吃饭饭很干净”“是的，你能保持桌子和衣服都干干净

净，好乖，”……孩子们纷纷举起了自己的小手，迫切地表达着自

己最“乖”的一面。他们倾听同伴的分享，然后寻找更多不同的角

度来证明自己也很乖。简单一句“我吃饭很乖”在他们不断深入的

思考过程中，变得具体、生动起来。《3-6 岁发展指南》中指出幼儿

需要走上日常化的深度学习之路。孩子们已经适应了舞台的节奏，

带来了精彩的演出。 

总结： 

幼儿的学习生活才刚刚开始，还有无数未知在前方等待。幼儿

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对于他们来说，每一次提问、每一

次思考、每一次突破，似乎都是独立存在的部分，并没有太多的联

系，但是随着课程游戏化的不断深入，不远的将来，当他们将这些

点线有机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面的时候，就会呈现出他们作为课程

主体的风采。成长这个舞台，小新星们未来可期。 

参考文献： 

[1]冯晓霞.幼儿园课程[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3）:12-13. 

[2]朱家雄.俗话幼儿园课程(二)[J].幼儿教育,2011，(34)：

4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