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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视角下的支持性课程建设 
——以大班我和南瓜的课程故事为例 

严  杨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幼儿园） 

摘要：目前幼儿园课程普遍重文本教材、轻关注幼儿生活与发展需要，存在着这种的弊端，聚焦教师如何把握有价值的课程契
机，又如何更适宜地支持幼儿发展的实践困惑，应该结合鲜活的科学活动案例，深入浅出的为大家阐述支持性课程的理论意义与操
作路径，让学员进一步明晰了课程游戏化背景下的“课程观、儿童观、教育观”内涵，理解了课程回归儿童、回归生活的意义，更
重要的是掌握了基于儿童兴趣和需要的支持性课程的操作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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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支持性课程是一种经验性课程，是基于儿童立场，转变教师观

念，追寻幼儿经验，满足幼儿需要，鼓励幼儿学会生活，并在教师

的支持下主动和谐发展的园本性课程，其建设的核心意义在于幼儿

主体价值的实现，促进幼儿的生命像胚芽一样健康自由地成长。 

任何一段有价值的“经历”，应该既有趣，又有效。课程绝对

不是简单的快乐、好玩，还要让课程成为幼儿经验生长的时空：有

趣的学习，就要求我们尊重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去研

究儿童，努力使幼儿园的活动游戏化、趣味化。有效的学习，意味

着孩子获得新经验，这就要让幼儿面临问题和挑战。支持性 

课程是体现我园核心理念的胚芽课程，是一种经验性课程，是

基于儿童立场，转变教师观念，追寻幼儿经验，满足幼儿需要，鼓

励幼儿学会生活，并在教师的支持下主动和谐发展的园本性课程，

其建设的核心意义在于幼儿主体价值的实现，促进幼儿的生命像胚

芽一样健康自由地成长。那么在自然的幼儿园生活中，如何真正让

幼儿在有意思且有意义的课程经历中得到有益的发展呢？ 

那如何才能很好的开展一个支持性课程呢？如何开展才能让

孩子更好的投入呢？我们首先要调查，就是需要让孩子理解这个话

题，让孩子的经验还是要再聚焦一-些 。通过集体话题讨论、个性 

图画表征等多渠道调查信息，这种多元的方式就是为了让孩子和这

个资源、话题产生关系。让孩子对这个事情更了解，在此过程中老

师通过观察、对话，能更清楚的看到孩子经验基础、兴趣倾向及课

程的需要在哪里。 

2  课程建设的思考 
在“支持性课程建设”背景下，我们对于主题课程实施都要仔

细思考。 以往在做小微课程时，都是抓住某一个事件、某物，完

全的生成主题。这是一个传承主题，面对传承下来的主题， 我们

怎么去用支持性课程内涵进行传承与创新呢，这是我们不断思考与

实践的一个命题。 

通过借鉴别人与自己的思考，我们想到了以下几点， 一、主

题实施前基本步骤。 回到今天的故事“我和南瓜的故事”中来，

先来说一说，在课程实施前我们应该哪些？ 首先应该梳理学习别

人成功课程的经验，二是对于主题的核心价值界定，三是往届幼儿

典型需求与表现，四是主题实施路径，五是课程实施后的建议 。 

我们的思考有以下几点 1. 我们对于传统课堂的认识改变了。

对于当下大班的孩子来说，孩子们需要更加多样化的课堂形式 2. 

我们通过对资源的学习，了解到往届幼儿的经验兴趣与需要，因为

毕竟跟我们的传统课程不一样，这种支持性课程建设是孩子还没有

经历过的，但是学习下来孩子们会得到很多的知识与启发， 所以

我们通过这个资源的学习获得另外一个关键 词就是经验，我们是

可以看到孩子的学习经验的。3. 我们需要对接支持性课程内涵。因

为过去的传统课堂的时候，我们的认识是在当初的那个境界，但是

当下我们做新的支持性课程建设的时候，我们有了支持性课程建设

的内涵，我们知道课程是孩子的。我们知道课程要依据我们对孩子

的了解、观察。 对接三个方面：第一，我们的核心目标准不准？

我们都知道支持性课程目标是：支持 “每颗星星都闪光”，我们就

需要带着这句话去看我的资源哪些确实是支持孩子的，哪些还是师

本位为主的，判断——资源是否适宜的问题；第二，我们需要理的

是我们的推进线索。所以我的推进线索是师本味的还是生本味的。 

第三，各类关键活动中幼儿的主体地位是否充分体现。对接好以上

三点后，我们就对这个支持性课程建设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可以更

好的进行策划，更好的让幼儿们投入进去，充分利用他们的特性，

根据他们的特点，做好支持性课程建设。 

3  课程策划 
故事的起因是把学校准备做菜的南瓜放进教室了，想让孩子们

认识一下什么是南瓜，让孩子们发动自己的想法，好好地装扮南瓜，

以及陪南瓜玩游戏。老师还可以带领小朋友们，来一起装饰南瓜，

比如说用手工纸剪一些爱心装饰，在南瓜还可以做成纸片的小花，

把她绑在南瓜上，放上小花，会给南瓜增加灵动的气息，可以做一

个浪漫充满爱心的南瓜。 

活动伊始，以南瓜为媒介，讲解四季更替，叶花果的轮回，带

领孩子们对材料进行观察、整理，将大自然的馈赠用特别的方式请

进了幼儿园。通过橡皮泥手工制作，用双手赋予它们第二次生命，

只见红红的橡皮泥在小小的指缝里揉一揉，捏一捏，搓一搓，装饰

到南瓜上，茂盛的花便挂满南瓜，通过此次活动，提升了同学们对

美的认知，激发了同学们心中对美的探索，也感受到了动手的快乐

与满足，更萌发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 

同学们，装饰完南瓜之后，他们又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问南

瓜是怎么长出来的呢？我怎么没有见过南瓜的生长呢？为了满足

孩子们的求知欲，为了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我决定带领孩子们一块

种南瓜。我去超市买了南瓜种子，孩子们兴奋地迫不及待地将它们

种在了花盆里，并仔细地把泥土盖在了种子上，浇上水，静静的期

待着它们发芽，开花，结果.....慢慢地，在花的蒂部结出了小小的南

瓜，南瓜越来越大，花也就慢慢地蔫了，脱落了....看着我的南瓜从

一颗颗小小的南瓜子慢慢的发芽,开花，结果，孩子们感悟到了生命

是多么的伟大,也领悟了大自然是一一个多么神奇的世界。然后，孩

子们都感到非常的满足，他们见证了南瓜的生长过程，我告诉孩子

们，他们要像南瓜一样，要有梦想，要好好努力，要有自己的目标，

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所以孩子

们通过南瓜也学到了一个道理只要有梦想，并朝着目标去努力，总

有一天梦想会实现！ 

南瓜的故事到此结束了。借助一个南瓜，孩子们知道了大自然

的奇妙，见证了南瓜的生长，然后还听到了童话故事，借助于这种

课程，孩子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激发他们对大自然的兴趣，这

种实践课程更适合幼儿的发展，所以，结合这种鲜活的案例，然后

为孩子们深入浅出的讲明白道理，让孩子们更清晰明了的了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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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儿童，回归生活，而不是只在手机上看到。 

4  支持性课程建设的意义 
一是，满足幼儿对过去关键事件或者经历的回顾和体验； 二

是，提供机会、资源满足幼儿挑战自我，让自己感受到变化的需要； 

三是，对接幼小衔接，在为小学生活储备的基础上用自己的方式表

达自己的情感。 简而言之就是可以变得更能干、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明确主题核心价值。让他们更加清晰的了解到

个体、小组、集体的关系，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孩子们变得更好。 

支持性课程建设让幼儿的主体价值体现更鲜明。基于幼儿的兴

趣、围绕幼儿的发展，聚焦师幼的共同成长的学习研修活动，希望

老师们从尊重幼儿、重新认识幼儿出发，在学习和实践中探索适合

幼儿园实际的课程改革途径和策略，切实以儿童为本建设园所课

程，支持性课程是体现幼儿园核心理念的胚芽课程，是一种经验性

课程，是基于儿童立场，转变教师观念，追寻幼儿经验，满足幼儿

需要，鼓励幼儿学会生活，并在教师的支持下主动和谐发展的园本

性课程，通过支持性课程和可以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

兴趣，使他们学到更多的东西，而不是只依赖于书本，而是依靠于

实践，在实践中，让学生认识到，此次课程通过南瓜的故事，让孩

子们了解到了南瓜的生长，南瓜可以做什么，南瓜的用处。而不是

一味的灌输书本知识，给孩子这种支持性课程，对孩子的教育非常

重要。所以，要借助于自然的幼儿园生活，真正让幼儿在有意思且

有意义的课程经历中得到有益的发展。 

5  总结 
在新时代背景下，运用支持性课程建设，让孩子们体会到学习

的乐趣，提高他们的兴趣，让她们更好的学习知识，接收更多的事

物，增加他们的创造力，有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适当的运用一

些游戏机制，让他们更好的理解一些东西，同时还可以利用一些奖

励机制之类的，正如此文中的南瓜故事，可以让孩子们分组，然后

分成两小组进行团队合作，然后每一个小组都来装饰南瓜，轮流装

饰，另一部分小朋友给他们打分。让孩子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把南瓜打扮成一个漂漂亮亮的南瓜，同时还练习他们的美工能力，

发挥他们的想象力，锻炼他们的创造力，而且这种游戏可以很好的

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乐趣，让孩子们开动脑筋。然后

对他们进行胜利的一组分发奖励，奖励小红花或者徽章 ，同时，

分数较低的那一组也可以进行奖励，获得参与奖奖励，小零食之类

的，这样有助力开发他们的智力，锻炼他们的能力，释放他们的小

孩子天性，而不是一昧的依靠书本知识。相信通过这种支持性课程

建设，更加有利于孩子们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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