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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的选择与追求，是人生命活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正如康德所说：“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而课程是

实现教育目的和价值的载体。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就是幼儿园课程的全

部内容，对于幼儿来说，幼儿园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蕴涵了潜在

的教育契机。因此，如何选择和利用课程来促使幼儿获得最优化的发

展，是每～个幼儿园教师、幼儿园及幼教工作者毕生追求的目标。

布鲁纳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回归性，任何关于思想的理论都是无

用的。”本文从生活、生活与儿童、生活与课程等不同的角度对幼儿

园课程回归生活课程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回归生活课程就是利用、

享受、内化并创造各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使儿童的生活世界

与儿童的教育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儿童的实际

生活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使处在同地区的幼儿都能接受到与自

己生活经验联系密切的、适合自己身心发展的知识和信息。

通过笔者对内蒙古自治区边远旗县地区幼儿园课程实施现状的

调查发现，在我区边远旗县地区绝大部分幼儿园选择的课程都存在与

幼儿实际生活所背离的现象，盲目遵从教材而忽视幼儿日常生活活动

的教育价值，课程内容与幼儿实际生活经验相分离的现象；幼儿园又

没有一支专业化的师资队伍，从而出现了许多幼儿教师由于学历问题

或专业教原因，在运用幼儿园教材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很难

把握教材的理念，挖掘、驾驭教材的能力较差等，所有这一切告诉我

们，在这一类幼儿园中开展回归生活课程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迫



切性。

所以笔者针对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幼儿园课程与生活实际脱离的

现状，在近两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内蒙古边远旗县幼儿

园实施回归生活课程的教学建议。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

从《纲要》精神出发，阐述了在内蒙古自治区这个边远的、经济欠发

达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由于边境牧业旗县文化信息闭塞，科技教育更

为落后，教师资源匮乏，幼儿园中专业教师严重不足，多数教师是来

自非幼教专业、小学教师或初、高中毕业生，她们驾驭教材、接受新

的幼教教育理念的能力较差，而对当地的民间游戏、历史古迹、人文

地理、民间风俗等比较了解，所以具备开展生活课程的实践基础。同

时提出了针对这类地区的幼儿园，开展生活课程的可能性、必要性和

紧迫性，以及研究的意义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论述。第二

部分是从幼儿园中不同的活动与生活的联系程度不同，日常活动和游

戏是对本论文涉及的核心概念及研究具备的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理

论基础方面进行了追溯，为论文的立论找到了坚实的理论支撑。第三

部分主要通过笔者在对乌拉特中旗幼儿园课程实施现状调查、分析的

基础上，提出了课程内容选择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主要阐述了研

究的思路及通过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实施预期达到的目标。第五部分

主要回归生活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的实施及课程

的评价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希

望能为我区幼儿园课程改革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关键词： 回归，生活，幼儿园生活课程，幼儿园园本课程



ABSTInCT

Education is a knd of choice and pursuit for woIrth in essence，also

is an important pan in human’s life．Such as Kant said：-．The person only

acc印ts the education，men becomes a really person．’’ However，也e

curriculum is a ca玎ierthat realizes the education’s pu叩ose and Value．

Daily life in bnderg砌en is whole contents of bnde玛硪en cu而culum；

say for the inf．ant，each 1i111(of me kndergarten daily life contains 1atent

education chance． Therefore， how to choose aIld make use of the

cu币culum to infant’s development，is the target of each kinde玛artner，

kinde玛arten and the worker of presch001 education to pursue in whole

life．

Bmner said， “if have no retllm， any thou曲ts and theories be

useless．’’The research仔om life，1ife and chil(1ren，life and curriculum etc．

di虢rent angles to carry on theo^es analysis on kinde玛arten Curriculum

retum to life and put forward：the cu币culum of retuming to life is

making use oe enjoying，tuming inside and creating material cultllre and

spmt culture of eVe巧race，putting children‘s life world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ctivity together o玛anically；putting advanced educational

notion and children’s life together organically． So we can make the

children that liVing in the same place，a11 can receiVed the knowledge and

infomlation that ke印in touch with themselVes life，suit for themselVes



mind and body deVelopment．

The writer inVestigated me kinde唱arten’s curriculum in the county

f．ar f如m the city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Qus region and discovered，in

our region，a m旬。打ty of kinde唱artens existed this phenomena that

kinde唱arten’s curriculum deViated f如m the in￡mt’s real life，only

followed teaching material，neglected educational value of children’s

real life， curriculum contents deViated 疗om children’s real liVing

exp舒ence； l(inderganen have no professional teachers troops， then

appeared many kinde唱aIrtners hold the principle of teaching nlaterial

dif!ficultly，the abili够of scooping out，controlling teaching mat嘶alis

badly，because of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r profession etc．，in me

process of call姐ng on teaching actiVity，using the 1(inde玛arten teaching

material．A11 these tell us，the necessity and u唱ency of can埘ng on the

research that the cu币culum retums to lifIe．

So，the writer aims at the phenomena that kinde唱anen’s curriculum

deViated 6．om the infant’s reallife in county far 6．om the city of Inner

Mongolia，bas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觚o years research，put fb唧ard

the teaching suggestion that kindergarten cu玎iculum retum to life in

county far疗om the city of Inner Mongolia．The text includes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mainly行om the spirit of 《outline》，expounds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that is Ve巧 far， economy is

underdeVelopment，because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is out-ofthe—way in



丘．onti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fIalls behind， teacher’s

resources are short，professional teacher have serious shortage in the

虹nde玛aIrten， the teacher is mostly 仔om non— preschool education

profession，prima巧school teacher or beginning，senior or high school

graduated smdent，their ability of controlling teaching material and

acc印ting new preschool education notion are badly'but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 region of ciVil game， histo巧 historic monument，human

geography， ciVil customs etc．， so they have practice foundation Of

car咖ng on life cu耐culum．In the meantime，put forward to aim at this

kinde唱arten in these regions，the possibility，necessi够and urgeIlcy of

ca哪ng on life cu玎iculuIll，and discuss the research meaning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domestic＆intemational about this research．The

second part is f而m dissimilarity of contact’s degree between the actiVity

and life in kindergarten，daily actiVity and game is the core conc印t in this

thesis and trace back to the philosophy，pedagogy，psychology theories

foundation of this article，and found out solid theories to prop up for the

argumentation of thesis．The third part base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cumculum can蜘ng in county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put fomard the target of the cu币culum retllm to life．The forth

part mainly discuss that confinIl the target of retuming to life，choice of

cu币culum contents， implement of cu币culum and eValuation of

cu币culum，and aim at those，put fonVard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uggestion，hope that proVide a new of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research of

killderganen cumculum ref．om．

Keyword：Retum，Life，Kinderganen Life Curriculum，

kinde玛arten-based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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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一、引 言

1．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课程改革

在我国幼儿教育改革的历程中，课程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是一条主线也一直是幼

儿教育改革的核心和突破口。我国的幼儿园课程经历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十

年代、八十年代三次大的改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次幼儿园课程改

革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历次课程改革的实践也证明，课程是教育事业的核心，是

教育运行的手段，没有课程，教育就没有了用以传达信息、表达意义、说明价值的

媒介。正因为课程在教育活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课程也就具有了研究的价

值。因此，对课程问题的研究被看作是当前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

2．开展生活课程是当今幼儿教育课程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2001年教育部颁布和实施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

要》)中，注重幼儿的生活、回归幼儿的生活课程是一个较为突出的基本理念，《纲

要》总则中就明确指出：“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

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使他们在快乐的童年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

《纲要》中关于利用环境、利用生活的思想遍及五大领域，强调吸收生活、利用生

活、服务生活和实践生活，对幼儿园课程内容要结合幼儿的实际生活来展开的强调

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幼儿教育政策和法规中最为鲜明和突出的。所以，回归生活课程

的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

3．对回归生活课程重要性的认识是选择该研究课题的重要原因

回归，希腊文叫做nostos，它通常与故乡、故国联系在一起使用，《后现代课

程观》中有一段话“布鲁纳1986年声称‘如果没有回归，任何思想的理论都是无

用的’’’n1一一并断言回归性对认识论和教育学的重要性，它更多的是指人类的思
想回转到自身的能力而不是教学意义上的循环。这种关于思考的环形运动，体现了

人类的自觉性，是我们创造意义的方式。但必须明确的是：回归不是重复从前，再

走以前的老路。回归强调的是一种反思的过程。回归与重复不同，无论以何种方式，

一个都无法反映另一个，目的旨在促进预定的表现。它的框架是封闭的；回归旨在



一、引言

发展组合、探究、启发性地与运用某物的能力，它的框架是开放的。从这段话我们

不难看出回归与创新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二者都是已有的或经历的而达到一种新

的境地。学前教育回归生活课程理念的出现不是人们随意杜撰出来的，在科技、文

化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一理念的出现，既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也说明了人们开

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虑什么样的学前教育是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什么样的课

程才是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的课程?什么样的课堂组织形式是幼儿喜欢的课堂?所

有这些问题，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都给予了强有力的回答，因为这一理念的突显是

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

内蒙古自治区是一个边远的、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其中边境农牧业

旗县文化信息闭塞，科技教育更为落后，教师资源严重匮乏。幼儿园中专业教师严

重不足，大部分教师是来自非幼教专业、小学教师或初、高中毕业生，她们专业能

力欠缺、接受新教育理念的能力相对较差，因此，在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活动组织

死板，教育过程缺乏灵活性，很难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幼儿只是被动的记忆教师

讲解的内容，没有起到课程预期的效果。虽然部分幼儿园以“园本课程开发”为课

题，开展过一些研究，但是研究的范围狭窄，存在的问题较多。如何解决课程实施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将直接关系到我区幼儿教育的质量。如何提高我区幼儿教育的

水平，是当前我区幼儿教育中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本论文着重研究我区边

远旗县幼儿园课程实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前，对于我

区边远旗县幼儿园来说，在认真选择适合当地幼儿发展的教材的基础上，如何挖掘

生活中的素材柬弥补教材的不足，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这种类型的幼几园在教

材的选用上往往会出现向城市幼儿教育看齐，没有考虑本园幼儿教师的实际状况及

幼儿已有的水平，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幼儿的生活、脱离教师的操作水平，教学过程

呆板僵化，教育结果很难体现对幼儿启智、益智的作用，本文试图从以上几方面的

问题进行探讨，以便为我区边远旗县幼儿园在教材的选择与应用提供思路。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研究的目的

本研究是以新课程改革为背景，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幼儿园课程改革为研

究对象，考察我区边远旗县幼儿园课程实施的现状，并找出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此基础上，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地理论剖析，从理论上寻求解答的途径。



～、引言

目的是帮助我区边远地区幼儿园以科研课题为突破口进行课程改革，通过回归幼儿

园生活课程的研究，充分利用当地幼儿、教师所熟悉的内容来组织教育活动，挖掘

其潜在的教育价值，促进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成长，实现幼儿园提升教师的课程意识，

促进幼儿主动地发展，形成幼儿园的办园特色。

2．研究的意义

(1)理论意义：本研究将有助于深入地剖析幼儿园课程的不同层面，即国家

课程、地方课程、园本课程；理想课程与幼儿园实践层面中现实的课程之间的关系，

更新教育观念，拓展课程的研究领域，使幼儿园课程理论研究更关注两者的结合。

丰富和完善课程园本化的理论研究。目前，关于基础教育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基本

理论及体制构建问题的探讨非常广泛，但就研究而言，主要集中在中小学课程资源

开发与利用层面，有关幼儿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较多，

但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的研究还不是很成熟。本研究试图从园本研究上进行一些探

索，根据2001年教育部颁布《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总则指出的：“幼

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

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精神。通过对乌拉特中旗旗幼儿园的实地考察、研究、

探寻了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的理论基础及实践案例，为幼儿园课程回归生活提供了

理论支持，系统阐述了我区的幼儿园课程回归生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出了幼

儿园课程回归生活的相应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区幼儿园课程资源理论体系。

(2)实践意义：为全面实施《纲要》探索新路。通过广泛收集、整理有关幼

儿园课程回归生活课程方面的文献资料，调查了解我区幼儿园课程实施的实际情

况，形成针对我区西部地区幼儿教育回归生活课程的实践范式。为培养幼儿园课程

开发意识和能力提供服务与指导。通过实地的调查研究，带动当地幼儿园教师参与

课题的研究，并通过这一研究活动促使幼儿园教师形成一种以教学促科研，以科研

带教学的良好氛围，为幼儿园培养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师资队伍。为贯彻和落实

幼儿园新的课程管理模式探索新路。通过本研究，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生活对幼儿

园课程的重要性，同时，使参与课题的教师能较好的组织丌展生活课程开发与利用，

并带动其他老师参与研究，使幼儿园真正成为一个学习型、研究型团队，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为我区贫困地区幼儿园丌展课程设计和实施提供参考。



一、弓【言

(三)研究综述

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研究在国内外都是一个较新的领域。我国大陆地区对回归

生活课程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意大利、美国等地区相关

研究相对较多，有两神在国际幼教领域影响较为广泛的课程模式。由于资料有限，

本文在资料搜集方面存在一定困难，因此，笔者仅就已掌握的有关生活课程和回归

幼儿生活课程两方面的资料进行梳理和综述，为回归幼儿生活课程理论研究积累一

定的素材。

1．国外关于回归生活课程的研究

(1)回归生活课程思想的萌芽期

回归生活课程的兴起虽然只有近百年的历史，但生活教育的思想却自古有之。

在15世纪以前，学前生活教育思想散见在各种著作中。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

想国》中指出：“凡事之开始，为最重要之点。而于教育柔嫩之幼儿，则更宜注意。

盖其将来人格之如何，全在此时也。"配’文艺复兴运动，～些启蒙思想家、教育家

高举人文的大旗，要求解放个性，提出尊重幼儿、热爱幼儿、按照幼儿的特点教育

幼儿，回归生活教育的主张重新受到重视，提出了教育必须“适应自然”，反对把

幼儿看成天生的罪人，认为幼儿一出世就具有一切道德的、理智的、身体的能力萌

芽，如果用适当的方法加以培养，就能使幼儿一切内在的能力和谐的发展起来。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他的名著《爱弥尔》中指出： “教育，我们或是受之

于自然，或是受之于人，或是受之于事物，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自

然的教育；别人叫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物获

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n1在这里，卢梭提出了自然教育的主张，既遵循

人的本性，保持幼儿的自然状态，让幼儿在自然状态下享受自由、平等、快乐的生

活。获得自由的发展，这是一种回归自然的田园生活教育。在卢梭看来，幼儿生活

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深受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的影

响，强调幼儿不是成人的缩影，教育要遵循幼儿的自然天性，以幼儿自我活动为基

础，提倡幼儿在游戏中学习，他认为：“幼儿早期的各种游戏，是一切未来生活的

胚芽：人的整个R后生活，他的渊源都在幼儿的早期生活”。¨1福禄培尔对幼儿教

育所做的贡献，推动了世界各国幼儿园机构的建立，他重视幼儿游戏的幼儿园思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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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烁着回归生活的时代教育特征。

(2)回归生活课程的实践时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继开展了进步教育运动

和幼儿学运动，一些教育家、心理学家站在时代的前沿，相继提出了以幼儿为中心

的回归生活教育的主张。美国教育家杜威，揭开了现代教育的序幕。’他在《我的教

育的主张》中指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丽不是为将来生活的准备。"‘51生活就

是发展，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这就是杜威的生活即教育的主张，将幼

儿的学校生活、社会生活、自然生活三者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有助于教育的一致性

和完整性，发挥幼儿的主体性。他的生活教育从理论到实践，使得回归教育思想从

萌芽走向发展。在这一时期，意大利的蒙台梭利、瑞吉欧等幼儿园课程模式，对建

构回归生活课程理论有重要启示。

①蒙台梭利的教育理念

蒙台梭利主要受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的自然教育和自由教育观的

影响，同时，她又在自己对智能缺陷幼儿的诊治和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和拓展，

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教育模式。她认为幼儿的心理缺陷和精神病患的主要问题不是医

学问题，而是教育问题，经过实践证明，教育训练的效果要比医生的治疗的效果更

为有效。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了自己特殊的理论观点，她主张对幼儿进行自由教育，

注重强调根据幼儿的兴趣和需要来组织活动，通过幼儿积极主动的参与活动过程来

影响幼儿。认为教育的目的无非是包括生物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生物的目的主要

是教育者通过组织一系列的活动来引导幼儿兴趣和需要，让幼九在积极主动的参与

活动的过程中通过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帮助幼儿的自然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幼儿始终是活动的主体，教育者只是起到一个帮助和引导的作用；社会的目的主要

是要求教育者为幼儿提供适宜的环境，这个环境一定是与教育对象的年龄特征、能

力层次、知识储备相适宜，如果太难，幼儿经过努力而达不到要求，则容易使幼儿

对活动失去兴趣；如果太容易，则容易使幼儿活动太简单而不愿意参加活动。因此，

活动的难易程度应根据每一个幼儿不同情况而定，给每一个幼儿的任务应该是他经

过努力以后能达到的难度，即我们常说的跳一跳够的着的难度。J下如蒙台梭利自己

所说：“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使每个幼儿能在一个有准备的环境中都能得到自我发展

的自由”。蒙台梭利的这种强调根据幼儿的兴趣和需要来组织活动，通过幼儿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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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的参与活动过程来影响幼儿的教育理念，与回归生活课程的教育理念相吻合。

②意大利瑞吉欧的幼儿教育体系

瑞吉欧幼儿教育体系是由意大利学者马拉古兹提出的。瑞吉欧·艾米里

(Reggio·Emilia)是意大利北部一个小城，该市具有良好的城市公共生活传统、

艺术和人文的精神氛围。上世纪60年代以来，该市在马拉古兹(Loris Malaguzzi)

的发起和领导下，凭借市政府和社区民众的全力支持、合作、参与，经过专业人员

(包括教师和教研员)数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继蒙台梭利之后，又推出了一个颇

具特色的、堪称影响世界的幼儿教育体系——瑞吉欧幼儿教育体系。

瑞吉欧幼儿教育体系成功的关键在于它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实际做法，这与当前

世界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最为迫切的呼声非常的吻合。它的理念主要来源于三个方

面，它不仅吸收了欧洲和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也吸取了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

同时，结合意大利自己特有的文化背景与教育实际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教育经验，

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瑞吉欧教育体系中，幼儿、教师和家长这三种“主

角"，在同一活动中共同参与活动、主动探索、团结互助、友好合作的精神，所营

造的自由表达、开放民主的氛围，所焕发出的责任心和想象力，以及在长期的合作

中所结成的共同体，无不向人们展示了幼儿教育中永恒真、善、美的景象。这是任

何一个真正称得上是成功的幼儿教育机构所必备的人文景观。瑞吉欧幼儿教育体系

倡导的在同一活动中共同参与活动、主动探索、团结互助、友好合作、自由表达、

开放民主的氛围。这一教育理念不仅与《纲要》精神相吻合，而且课程的实施要想

达到这一层面，必须在幼儿熟悉的环境中或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对于内蒙古

边远旗县的幼儿园的幼儿来说，熟悉的环境就是自己的生活环境，已有的经验就是

在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从生活环境、已有经验来组织、开展课程，其实就是生活课

程的研究。

2．国内关于幼儿园课程回归生活的研究

(1)陶行知的幼儿园教育理论

陶行知(189卜一1946)，中国近代伟大的教育家、民主革命家、中国民主同

盟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称赞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是工农幼儿园教育

的开拓者、实验者，先后创办了燕子矶幼稚园、和平门幼稚园、新安幼稚同、上海

劳工幼儿团；撰写了《创造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幼稚园之新大陆》、 《如何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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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园教育普及》等。

我国的幼儿教育机构在清末产生以后，多分布在大城市，为上层社会服务，陶

行知认为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提出使幼儿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学前教育新思想，指

出当时幼儿教育中存在的三大弊病：一是外国病：二是花钱病，三是富贵病。并于
一 。

_‘●

1927年在创建晓庄小学的基础上，同时开办了中心幼稚园五所，开辟了幼稚园的新

大陆一工厂与农村幼稚园。他主张普及教育，不仅要普及小学，也要普及幼儿教育，

他认为，儿童六岁以前的教育是人生的基础教育，这个时期将为一个人打下人格、

智力、体格的基础，而且这个基础一旦奠定，便不易改变。就人类自身发展来看，

求知的欲望在学龄前早已发达，六岁以前，是儿童求知的好时机，决不可任意放弃

了，失掉了这个时机，便减少了很大的人类造就。因此，陶行知认为，幼儿具有很

强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是千千万万祖先，经过与环境的斗争所获得并遗传下来的

人的才能之精华，发挥、加强、培养这种创造力便是教育的任务。为了发挥幼儿的

创造力，陶行知认为教育工作者要把自己摆在幼儿的队伍里，要真情实意地和幼儿

站在一条战线上，加入到幼儿的生活中去，便可发现幼儿的创造力，然后进一步将

幼儿的创造力解放出来。这种把幼儿的教育植根与幼儿现实生活的理念与思想，使

幼儿做了环境的主人、自然的主人与自我的主人，既体现了幼儿教育不能脱离幼儿

的生活实际，同时，也使他的创造的生活教育理论逐渐形成、发展、完善。为中国

幼稚园教育开拓了新的篇章。

(2)陈鹤琴“五指活动”课程理论

陈鹤琴(1892⋯1982)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幼儿心理学家和幼儿园家，
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幼儿园研究和实验的典范，陈鹤琴先生1914年留学美国，

1919年学成归国，1923年陈先生在南京创办鼓楼幼稚园，开始了他的探索中国化

幼儿教育的改革之路，并以鼓楼幼稚园的课程编制为基础，提出了五指活动课程。

课程的内容由五方面组成，它尤如人手掌上的五个指头，是活的，可以伸缩的，互

相联系的。五指活动在幼儿生活中结成一个教育的网，有组织、有系统，合理地编

织在幼儿的生活上。

陈鹤琴先生曾留学美国，师从克伯屈、孟禄、桑代克等师，深受美国进步主
．．

q 执

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反对灌输式的教学，主张“做中学。”他针对当时国内幼儿教

育的弊端，以自己的实验研究为基础，融合各家理论所长，提出了“活教育”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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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系作为其课程编制的基础。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论体系包括三大内容，

即活教育的目的论，活教育的课程论，活教育的方法论。

陈鹤琴先生指出，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那么这样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年呢?第一要有强健的身体；第二要有建设的能

力；第三要有创造的能力；第四要有合作的态度；第五要有服务的精神。后来随着

抗战的胜利，形势的发展，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的目

标，体现了他放眼世界的胸怀。

针对传统教育书本万能、课程固定、教材呆板的死教育现象，陈鹤琴先生提出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的观点。陈先生认为，大自然、大社会才是活的书，

直接的书，应该向大自然、大社会学习。活教育的课程应该是：a．以大自然、大社

会作为主要的教材，以课本作为参考资料，这是直接的活知识，是直接的经验；b．

各科混合或互相关联；c．不受时间的限制，没有分节的时问表，时间为功课所支配；

d．内容丰富；e．生气勃勃；f．幼儿自己做的；g．整个的，有目标的；h．有意义的；

i．幼儿了解的。

活教育的课程编制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根据颁布的课程标准，二是根据当地实

际环境的情形。“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是活教育的基本方法。活教育非

常重视直接经验，强调以“做”为中心，强调幼儿的学习内容应该和幼儿的生活实

际相结合；主张幼儿在学校里的一切活动，凡是幼儿自己能够做的，就应该让他们

自己做，因为做了就与事物发生直接的接触了，就能得到直接经验，就知道做事的

困难，就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属性了。所以陈鹤琴先生把教学过程分为四个步骤：实

验观察，阅读参考，发表创作，批评研讨。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总体思路为：首先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梳理，并澄

清与回归生活课程研究有关的概念；其次对我区边远旗县幼儿园课程实施现状进行

实际调鹰，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和概括；最后根据调查结果提出幼儿园丌发生活

课程的操作方案。



二、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概述

2．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法、调查访谈法、行动研究法等方法。笔者通过文献法对国内

外已有的关于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的研究进行阅读、整理、分析和比较，澄清回归

幼儿园生活课程的基本理论；通过调查和访谈以及深入到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幼

儿园，了解幼儿园课程实施的现状，通过行动研究发现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研究

奠定基础；通过对幼儿园园长的访谈，了解他们对课程研究问题的认识，辅助本课

题研究。

二、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概述

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研究，是在随着近几年课程改革的展开而不断被人们认识

的，目前理论界对它的论述日渐增多，但在幼儿园课程的具体实施中还开展的不多。

因此，有必要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等相关理论问题进行研究。

(一)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中核心概念的界定

回归：关于回归，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论述，相对于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研

究来讲，笔者认同张丽莉老师的观点，即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倒退或重复，而是在已

有的经历的基础上进行选择、加工、提升，使之获得发展，达到新的境界。u1

生活：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研究所论及的生活是指学前儿童的全部生活，既

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包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有机统一。因此，笔者赞同郭元祥老师对生活的看法：所谓

生活就是通过占有、享受、内化并创造人类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围绕人的生命存

在和发展，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能动的活动。

幼儿园课程：幼儿园课程就是幼儿园一日生活。幼儿园一同生活是幼儿在园

进行的所有活动，如进餐、睡眠、入厕、活动区游戏、户外活动、教学活动、收拾

整理活动等，是现实的社会生活与幼儿自己生活的一种结合形式：是幼儿园保教人

员精心计划和组织下的特定的生活，是以幼儿及幼儿群体为主的有计划的生活，又

是由教师根据教育目的创设了特定情境并渗入一定目的的生活。所以，幼儿园一同

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教育意义。¨1

9



二、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概述

回归生活的幼儿园课程：幼儿园课程要与生活，尤其是幼儿生活紧密联系，

在课程目标的制定、课程内容的选择都要密切联系幼儿的生活，把幼儿生活中具有

教育意义的内容、事件、民间活动、风俗等纳入幼儿园课程中，增加幼儿园课程的

入文精神和生活色彩。“1

(二)回归生活课程的理论基础

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理念的出现不是人们随意杜撰出来的，在科技、文化飞速

发展的今天，这一理念的出现，既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也说明了人们开始从一

个全新的角度来考虑什么样的学前教育是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什么样的课程才是

适合幼儿身心发展的课程?什么样的活动组织形式是幼儿所喜欢的活动?所有这

些问题，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都给予了强有力的回答，因为这一理念的突显是有其

深厚的理论基础。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都为学前教育回归

生活课程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基础，说明了学前教育回归生活课程的可能性、现实性

和必然性。

1．回归生活课程的哲学基础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的深层，都存在着一定的哲学基础，而这一哲学基

础的核心就是对人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根本看法。回归幼儿园生活

课程的目的在与提升幼儿的学习主体性，满足幼儿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在对人的本质的研究中，揭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

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有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

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最初是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中，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

的范围和鼓励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

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

的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01依据马克思对人的发展阶段的论述，作为

主体的人，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从本质上规定了人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自由

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的特性”¨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主体性存在的方式，因此，

主体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回归幼儿园社会课程的目的就是通过课程研究，提出一种

新的课程模式，在这种课程模式中让幼儿做自然的主人、做社会的主人，做自我的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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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这就需要弘扬幼儿主体性的发展。在我国，弘扬幼儿的主体精神，有着更为

迫切和现实的意义。因为我国有着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期，在这种封建思想的影

响下人们只愿做忠君的良臣和顺民，教育严重违背幼儿的天性和人性，解放后至今

的学前教育虽然有了非常大的改观，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农村、牧区仍然存在重智轻

德、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现象，不改变这种现状，我们的教育模式培养出来

的人才就不具备未来社会的竞争素质。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研究的目的就是在于让

人类优秀的人性内化到每一个学前幼儿身上，通过回归生活课程的教育，实现生活

世界与科学世界的整合，实现人性的重新整合，让他们“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

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121使幼儿通过自己的主动探索周围环境过程中，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形成学前幼儿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和谐发

展关系。

2．回归生活课程的心理学基础

关于在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的研究方面，不同的心理学派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

论述，各心理学派不仅对课程目标的确定、内容的选择和组织，而且对课程的实施

与评价提供了主要依据。因此，有什么样的心里观，就有什么样的课程目标观和课

程结构观，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是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的理论基础。

世界著名心理学家让·皮亚杰(1896—1980)认为“幼儿心里既不是起源子先

天的成熟，也不是起源于后天的经验，而是起源于主体的动作。这种动作的本质是

主体对客体的适应。主体通过对客体的适应，乃是幼儿心理发展的真正原因。"“31

这种生物学上所说的适应，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状态；二是指过程。皮亚杰主

张要把适应理解为一种动态的平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机体不断的被环境影响

着，但同时有机体产生的变化又增加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其结果就更

便利于有机体的生存。从这一观点可以看出，人的发展既依赖于生物性成熟，又依

赖于获得的主动性经验。主体通过作用与外部世界以及由此获得的反馈信息来建构

R益有用的关于现实的知识。人的认知是一种生命现象，皮亚杰通过大量的观察和

实验，提出了按发展的水平，把幼儿心理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感觉运动智力

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

皮亚杰认为，思维起源于动作，动作是思维的起点。早期教育不仅可以用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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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动的操作引导幼儿去掌握有关数与形式的概念，“这个阶段所进行的活动，还

可以超过数目与空间直觉这些初步阶段之上，为幼儿从事逻辑运算作准备。”‘1钉

早期教育的重要任务就是促进幼儿认知的发展，而促进幼儿认知发展的必由的途径

是让幼儿主动活动。要使幼儿获得良好的发展，就必须为幼儿提供实物和环境，让

幼儿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亲自动手操作自己喜欢的实物来获得知识、发展技能。

幼儿是主动学习的学习者，这种学习是由学习者自身发起的学习，不是由教师手把

手的教或传递而进行的学习，这种学习同时也是学习者创造性的学习。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晰的认识到，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对回归幼儿园生

活课程研究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皮亚杰理论所揭示的幼儿认知发展规律，是我们正

确认识幼儿、教育幼儿的科学依据。

3．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的教育学基础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不同

思想和观点影响着人们对这一时期的教育的看法。20世纪最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杜威

特别重视教育与儿童生活实际的联系，他强调课程的设计与教材的选择必须充分顾

及儿章的个人经验、需要、兴趣和能力，将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因此，

为幼儿选取的教学内容应来源于幼儿的实际生活，而不只是为未来做准备。进入21

世纪，人们开始了立足与现代教育的高度，依据教育实践的发展，如何构建现代课

程与教学论体系的考虑。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提出，知识应该是开放的、变革的、

价值化的以及情绪化的。个体的感受和体验受到重视，并被作为架构个体生活和外

部生活的桥梁纳入课程设置的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恰恰为我们研究课程联

系生活提供了一种启示，使我们看待生活化课程从狭隘、封闭的状态，继而走向开

放的、灵活的和情境化的模式上来。

生态主义课程思潮是现代教育史上另一大对内课程生活化思想作出突出贡献

的流派。建立在人类现实生活发展需要基础上的生态主义课程理论不仅就引入课程

体系的内容层次上进行了剖析和层次的划分，还考虑到了生活在课程实施中所具有

的资源价值，并且根据生活的特征对教育过程中的一系列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认识等等都进行了重新解读，这在社会化思想史上，

无疑是大大的向酊边进了一步。现在，这种思潮-IF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我们进一步探

索和完善能促进幼儿身心和谐成长的适宜各不同地区幼儿的一种课程，那就是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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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幼教工作者为本地区幼儿编制的生活化课程。

三、乌拉特中旗幼儿园课程实施现状

乌拉特中旗幼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边远的、经济欠发达的旗县，是一个以蒙、

汉民族为主体的半农半牧地区，该地区地处中、．蒙边境，经济、文化相对较为落后，

幼儿园中专业教师严重不足，教师的素质、能力相对较差，教育教学活动过程组织

死板，缺乏灵活性，在活动过程中幼儿只是被动的记忆教师讲解的内容，很难激发

幼儿的兴趣，教育效果一般，没有起到课程所预期的结果，存在的问题较多。

(一)课程资源开发意识、能力薄弱

传统的幼儿园课程中，课程资源大多是国家和地方规定好的，采用统一的教学

内容，并不需要教师开发和创造课程，教师只需考虑如何把这些内容组织好上课就

可以了。而目前幼儿园的课程情况与传统相比较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幼儿园

可以自行选择教材和教法，恰恰是这种选择，使得这些边远地区幼儿园由于不能很

好的认清和把握自己本园的实际情况，为了追求短时的经济利益，选择在大中城市

中一些示范园应用的幼儿园课程模式和教材，来提高自己的声誉，这些教材或教法

不仅与当地幼儿的生活实际相去甚远，而且由于当地幼儿有关课程内容的生活经验

缺乏、幼儿园教师的能力和专业素养相对较差而无法驾驭教材，有的教学内容甚至

集全园教师的智慧都不明白其为何物，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如在笔者调查的

一所幼儿园发现，该幼儿园应用的是多元智能教材，教学内容中有一节课是介绍一

种韩国菜一紫菜包饭，由于该幼儿园全园教师都不知道紫菜包饭是个什么东西，怎

么做，所以这个幼儿园所有涉及这个教学内容的班级停上这一节课。因此，在这种

情形下教师也就很难养成课程资源开发的意识，更谈不上整合、利用周围的课程资

源，创造、生成新课程。此外，这类幼儿园教师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认识“只要用好

园内的各种资源就可以了，至于园外的那些东西，又不受我们管，没办法用”(摘

自园长访谈记录)，这说明教师对课程资源的空间分布缺乏清楚的认识，只看到眼

前能马上见效的东西，而看不到更广阔的空间中更广泛的内容。由于教师课程资源

开发意识欠缺，一方面，课程资源特别是作为课程实施条件的课程资源严重不足，

仅仅关注教材这一传统的课程资源j把教材上的内容教给幼儿就算完成教学任务，

周围大量鲜活的资源进入不了教师的视野，难以成为新课程实施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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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课堂失去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作为课程要素来源的课程资源被大量埋没，不

能及时进入幼儿园实际教学中，造成许多有价值的课程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如在笔

者研究的幼儿园，全园共有教职工33人，平均年龄只有31岁，其中专任教师21

人，，本专业的专任教师3人，占总人数的9％；占专任教师人数的14．2％；全体教职

工中评小教高级职称的有12人，占总人数的36．4％；小教一级职称的有11人，占

总人数的33．3％；小教二级职称的有5人，占总人数的15．2％；没有职称的5人，

占总人数的15．1％。(摘自园长访谈记录)

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一个拥有近300名幼儿的县级重点幼儿园，

教师的专业化程度竟然如此的差，她们不仅不具备课程开发研究方面能力，而且几

乎没有关于课程开发方面的意识。笔者认为，面对这样一个教职工平均年龄只有31

岁的幼儿园来讲，引进人才不是一个最为理想的改进措施，如何促进本园教师的专

业化成长才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民族课程资源利用率低

乌拉特中旗是一个以蒙、汉民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各少

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为当地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的实施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源。但现

实中我们发现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补充课程实施中

相应的素材丰富其教学内容，即教师为使课堂气氛活跃而加入一些当地的人文故事

或民间游戏；另一方面是突出本园特色，部分幼儿园自主开发园本课程，每个地区

的幼儿园都应有其与众不同的研究侧面，这些不同之处恰好是幼儿园开发生活课程

的关键所在，对于自治区各旗县的幼儿园来说，这些独特的文化背景就是最大生活

课程开发的优势。

从目前来看，幼儿园利用过的课程资源十分有限，各地区最为普遍的公共场所

的利用率都很低。幼儿园对于把多民族文化有关的课程资源纳入到教材中的内容也

十分有限。在访谈中发现，无论教师还是管理者都没有把自身优势当成发展的动力，

只是盲目的照搬一些课程模式来体现与其它幼儿园的不同之处。没有将各民族的优

秀文化纳入到正式的教学活动中来。民族性教育内容虽然在口头上被称为“重点内

容”，但在实际教学中为了满足家长们“多学知识”的愿望，将这一部分教育内容

放到了次要位置，没有做到将各民族优秀文化转化为教育内容，并进行系统化和正

规化处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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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长访谈

访谈者： 王兰枝 (问)

访谈对象：临河市乌拉特中旗旗幼儿园园长成丽萍(答)

访谈时间：2006年6月28日

访谈地点：临河市乌拉特中旗旗幼儿园园长办公室

背景资料：乌拉特中旗旗幼儿园是一所地处内蒙古边远牧区的汉语授课幼儿

园，由于是在少数民族开展汉语教育教学活动，所以无论从政策还是资金上都受到

了一定的制约，但是，乌拉特中旗旗幼儿园在新老两任园长的带领下，幼儿园从没

有任何设备、二十多名幼儿的小幼儿园，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乌拉

特中旗在园人数最多，设备条件最好的一所幼儿园。

问：成园长，乌拉特中旗现有适龄儿童的人数是多少?入园情况如何?

答：乌拉特中旗全旗现有适龄儿童3047名，现在入园的幼儿大约有1 300多名，

入园率是42．4％左右。而城镇幼儿的入园率则高达95％以上，相对来讲基层的幼儿

入园率则更低。由于乌拉特中旗属于偏远牧区，牧区的一大特点就是牧民居住比较

分散，这种情况让在基层开展幼儿教育的成本加大，而牧民本身对幼儿教育认识又

不够，不愿意把这么小的孩子送到一二百里远的地方去接受学前教育，这就造成了

目前的这种局面，即在基层很难开展幼儿教育，旗县开设的幼教机构有难以满足偏

远牧区幼儿的入园需要。不过，通过大量的宣传活动和对个别乡的帮扶活动，使一

部分牧民认识到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这几年牧区幼儿的入园情况有很大的改善。

问：幼儿园目前的师资结构年龄结构是否合理?教师的生存状态如何?

答：目前我们幼儿园共有教职工33人，男职工3名主要从事总务工作，占总

人数的9％；占总人数的15．1％；女教工30名，占总人数的91％，其中专任教师21

人，本专业的专任教师3人，占总人数的9％；全体教职工中评小教高级职称的有

12人，占总人数的36．4％；小教一级职称的有11人，占总人数的33．3％；小教二级

职称的有5人，占总人数的15．1％；没有职称的5人，占总人数的15．1％；全体教

职工的平均年龄只有31岁。从这些数字你也不难看出，我们这所幼儿园的师资年

龄结构非常合理，但是学历、专业结构同样非常不合理，究其原因，主要是本专业、

高学历的人才都不愿意到我们这里工作。

由于我们这个集体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集体，大家非常有朝气，对工作认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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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积极主动，工作热情高。教师们都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所以在这个年轻的集

体中不存在工作倦怠情况。

问：请你谈一谈幼儿园目前选用的教材及使用情况?

答：目前我们幼儿园使用的教材是香港教育学院黄惠吟博士主编的《多元智能创意

课程》学习套。该套教材虽经过大陆多位知名幼教专家和幼儿园教师改编和尝试，

认为比较适合大陆幼儿园使用，但由于地区差异，不能面面俱到，我们在应用过程

中经常出现一些问题，如有的教学内容我们的教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就根本谈

不上教孩子了，相对于幼儿来讲呢，由于教学内容与他们的生活实际没有多少联系，

在学习过程中只是被动的接受或死背硬记，教学效果只能说一般。我们也想选用一

种既蕴涵先进教育理念又与幼儿生活实际相联系的教材，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

有找到。

问：在您认为目前幼儿园在运作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答：乌拉特中旗幼儿园成立于1979年，刚成立时规模、条件都比较差，只有

几问16平米的教室，教师主要是家属，教育模式主要是以保育为主，教育活动很

少，从1996年到现在这10年时间，经过努力，逐步由原来的二十几名幼儿发展到

目前二百多名幼儿，在政府没有投资的情况下盖了教室、购买了大量的玩教具，极

大地改善了办园条件，使幼儿园一跃成为乌拉特中旗规模最大，硬件条件较完善的

一所幼儿园。所以，我觉得目前幼儿园存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师资培养和幼儿园发展

的问题。

问：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我们幼儿园是如何做的?

答：我认为，要想办好一所学校，没有好的师资队伍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幼

儿园在这几年改善了办学条件后，开始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由于我们幼儿园本专

业的教师所占的比例较低，所以，我们主要是进行本幼儿园教师之间的传帮带工作，

此外从今年开始对一些积极上进的教师，利用寒暑假进行学历提高的教师，幼儿园

给予报销学费，鼓励教师积极的提高自身素质。过几年条件好了以后我们带领教师

走出去学习、参观，下一步准备请一些幼教方面的专家来作讲座，此外，我们想通

过做课题的形式，来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我们主要想通过采取这样一些方式来

打造一支专业化的精师队伍，我们的口号是：“向专业化进军，向母亲型转化”。

访问者：非常感谢成园长能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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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乌拉特中旗幼儿园课程实施现状

(三)课程结构单一化

在笔者调查实际中发现，乌拉特中旗的幼儿园课程是应甩一些文本资料和园

内课程资源，特别重视专家课程资源开发，对于非文本性课程资源载体形式和园外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非常少，特别是对幼儿及家长在课程资源开发中主体作用重

视不够，这样必然会导致课程资源结构单一化。由于幼儿园平时与家长的沟通十分

有限，双方达不到互相理解的满意效果，因此造成了双方合作的密切程度不够高。

家长普遍认为孩子进了幼儿园一切就应该由教师负责，在吃饱穿暖安全的前提下尽

量多教给他们知识就足够了。幼儿园则从迎合家长的角度出发，尽量不给家长“添

麻烦”，让家长满意幼儿园的工作，这样生源就可以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上。课程

资源开发结构单一的局面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教师不能够多纬度、多层次和综合

开发可资利用的课程资源，幼儿园就不能充分整合人力、物力、财力、环境等诸因

素的整体资源优势，教师的教学仍然刻板单调，缺乏生机活力，幼儿的学习仍会局

限于课堂、幼儿园。这不仅不利于为幼儿提供丰富的学习环境，而且会导致教学脱

离当今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使幼儿难以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

(四)课程内容脱离幼儿生活

幼儿园的一日生活就是幼儿园课程的全部内容，对于幼儿来说，幼儿园日常生

活的每一个环节都蕴涵了潜在的教育契机。如何选择和利用幼儿生活经验编制课

程，促使幼儿获得全面、和谐的发展，是每一个幼儿园、幼儿园教师及幼教理论工

作者毕生追求的目标。杜威曾说“教育应当是生活本身，而不是生活的准备"。在

杜威看来，教育并不是强制儿章静坐听讲和闭门读书，教育就是生活、生长和经验

的改造。生活和经验是教育的灵魂，离开生活和经验就没有生长，也就没有教育。

“最好使学校成为儿童真正生活的地方，并从中获得他们感到高兴和有意义的生活

经验”。可见，教育与生活是不可分离的。教育的过程就是不断更新与丰富生活经

验的过程，就是不断获得进一步生活能力的过程。只有在生活中人的个性才能得到

自由而真实的表现，也才能谈上经验的不断改造，因而教育即生活。

乌拉特中旗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农、牧结合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幼

儿园本专业教师资源严重匮乏，大部分教师是来自非幼教专业、小学教师或初、高

中毕业生，她们接受新的幼教教育理念的能力相对较差，而这类幼儿园为了提高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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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入园率，在没有分析、考虑本地区幼儿的能力及实际情下，盲目向一些大城市

幼儿园看齐，在教材的选择上一般都是学习和借鉴大城市中示范园、实验园的课程

模式，课程内容严重脱离幼儿的生活实际，因此，在教育教学活动过程组织死板，

教育过程缺乏灵活性，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幼儿只是被动的记忆教师讲解的内容，很

难激发幼儿的兴趣，教育教学效果事倍功半，没有起到课程预期的结果。所以，在

这类地区实施回归幼儿生活课程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把教学内容与幼儿的

周围环境、生活、熟悉的人、事、物联系起来，才能把幼儿园真正的变为幼儿的乐

园；把教学活动变成幼儿最喜爱的活动；把教学内容变成幼儿最感兴趣的东西；把

幼儿园老师变成幼儿最喜爱和依赖的人。而这恰恰是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所要解决

的问题。

四、乌拉特中旗回归生活课程研究预期目标

所谓回归生活的幼儿园课程，幼儿园课程要与生活，尤其是幼儿生活紧密联系，

在课程目标的制定、课程内容的选择都要密切联系幼儿的生活，把幼儿生活中具有

教育意义的内容、事件、民间活动、风俗等纳入幼儿园课程中，增加幼儿园课程的

人文精神和生活色彩。笔者通过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幼儿园的调

研，发现当地幼儿园教材的选择普遍存在脱离幼儿的生活实际，教师素质普遍偏低，

缺乏驾驭教材的能力，而这类教师对当地的一些民间游戏、历史古迹、人文地理、

民间风俗等又比较了解，因此，笔者和当地旗幼儿园园长研究决定，选择幼儿园部

分聪明好学的相对年轻的本专业、非专业教师，在有关专家的带领下开展回归幼儿

园生活课程研究，本研究预计两年，充分利用幼儿园闲置的土地，开展种植实验区，

种植不同种类的作物，结合当地的一些民间游戏、历史古迹、人文地理、民间JxL俗

等来丰富幼儿的课堂。并期望通过课题研究，努力达到如下目标：

(一)通过回归生活课程研究打造一支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教育理念与精神的贯彻实施关键在于教师。能否对幼儿实施高质量的素质教

育，促进幼儿健康、快乐地发展，关键在于教师。在幼儿园课程改革过程中，人们

已经逐渐认识到幼儿园课程改革要达成理想的目标，课程本身的重要性，但是，教

师的专业发展是关键因素。换言之，改革的幼儿园课程，还需要有高素质的教师去

实施，否则，课程改革只是一句空话。那么如何立足实际，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



三、乌拉特中旗幼儿园课程实施现状

队伍，是我们目前面临魄最为艰巨的任务。在我们这类地区的幼儿园，缺乏的就是

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因此，幼儿园要立足本园实际，选择一些相对年轻的、责任强

的教师进行培训及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的研究，通过培训使教师掌握一些专业知识

和先进的教育理念；通过课程研究来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达到为幼儿园培养一

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师资队伍的终极目标。这种培训既包括把这些教师带到师资力

量雄厚的示范性幼儿园进行参观学习，同时也包括聘请一些本专业的专家进园对教

师进行专业、先进教育理念的培训，更重要的是从当地聘请一些民间艺人、各领域

的知名人士对教师的培训，尤其是要通过他们把当地的民间游戏、历史古迹、人文

地理、民间风俗、故事、游戏、儿歌、谜语、民族舞蹈、民族乐器、民歌、剪纸等

内容让教师尽可能详细的进行收集、整理起来，为将来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的研究

奠定基础。

(二)通过回归生活课程研究开发当适合地幼儿发展的课程资源

内蒙古边远旗县幼儿园的课程资源开发必须以当地的地域文化资源和民族文

化资源为基本的出发点。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各不同民族民间文学，如传说、故事、

笑话和富有哲理的寓言、童话、儿歌、各民族的传统歌谣；而且还有独特的地方风

情、影响深远的地方人物、自然、人文景观等等。面对如此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

教育资源资源，从课程开发利用的角度看，应从如下四个领域对此加以分类、整理，

即语言、地理和自然、历史、社会。这里对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这些内容

选择范围予以分类归纳列表如下：

表4一l回归生活课程的内容选择范围

领域 内容选择范围

语言 事物名称、地名、民间童话、儿歌、谚语等。

地理特点和 了解当地的地形地貌、气候物、自然景观和动植物，了解沙尘暴形成的原冈，

自然景观 了解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让幼儿在自然快乐中成长

历史和人文
地名探究、古迹、民间故事等，通过这些来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和文化

景观⋯一

一社会 传统节日、民间艺术，各氏族的传统游戏等

这些内容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范本，每一项又包含很多的内容，在具体实践中各

幼儿园可以根据自己幼儿园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一些内容，或者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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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拓展，来丰富幼儿园的课程内容。

(三)重视家庭和社区资源在幼儿园课程开发中的作用

世界学前教育发达的国家都倡导幼儿园要重视使用家庭和社区资源，以丰富、

加深幼儿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认识。在内蒙古的边远旗县幼儿园调查中笔

者发现，许多教师一般都不愿意把孩子带出幼儿园外活动，主要是这些教师错误的

认为幼儿教育就应该在幼儿园内进行，幼儿在幼儿园内，在教室里能学到更多的知

识，没有必要把幼儿带到幼儿园为，她们认为这样做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情况复杂，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不容易控制幼儿进行教育活动。这些老师觉得，每搞一

次外出活动，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得不到家长的认可，吃力不讨好。

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在我们内蒙古一些旗县的幼儿园，目前还没有意识到家庭、

社区资源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些幼儿园要主动和家长合作，发挥家

长的特长优势，请家长进课堂、进幼儿园，开发利用家庭资源为幼儿教育服务。同

时幼儿园要重视社区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开发社区资源时，既要重视“请进来”，

也要关注“走出去"，在带领儿童走进社区开展教育活动的同时，也要邀请一些社

会人士走进幼儿园参加教育活动。既要注意挖掘社区的物质资源，也要注意开发社

区的人力资源。幼儿园要帮助幼儿与家长、社区关注学前教育的人士结成对子，培

养儿章的兴趣，发展儿章的能力。

学前教育阶段是人的一生发展的奠基阶段，为了使幼儿从小得到一个全面的启

蒙教育，我们必须摒弃“知识教育"的价值取向和短视行为，树立培养“完整儿童”

的观念，特别要注重儿童生存能力和乐于学习，好奇探索，自主，自信，创造性，责任

感等能力的培养，为幼儿的终身学习和良好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幼儿园生活课程框架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课程组织 课程评价

总体分类年龄阶段显性活隐性活组织教学诊断 过程，总结性

目标目标目标目标动内容动内容形式方法评价评价 评价

园长业务教研教师 日常运物质精神 教师 教师教研业务测试
园长组长 动活动化 化 组长园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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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乌拉特中旗回归生活课程研究

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的真正落实，必将促进园本课程及幼儿园课程体系的整体发

展。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在实践中应该如何运作才能发挥最大效力，这是值得我们

思考的。目前，内蒙古地区边远旗县幼儿园的课程设置，绝大多数是盲目的，而不是

理性的。园长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选择教材，而不是在科学的分析、论证的基础上，

根据教师实施、幼儿接受情况的反馈来选择教材。因而，在教材的选择和运用中存在

许多问题。新课程改革要求幼儿园的课程内容的选择，要与幼儿的生活实际相结合，

课程内容的选择应注重幼儿的兴趣。这就要求幼儿园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成为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专家。这就需要幼儿园不断培养专家型教师，为幼儿园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原动力。

在此，笔者基于内蒙古地区边远旗县幼儿园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现有

的关于课程理论考虑，从课程的四大要素出发，对我区边远旗县幼儿园应如何有效地

选择、开发课程资源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仅供参考。同时也希望对广大关注幼儿园

课程改革的研究者有所启发。

(一)乌拉特中旗回归生活课程的目标

1．回归生活课程的总体目标

幼儿园课程园本化研究是在近年来课程改革的发展进程中逐步趋向强势的。我

国长期以来的幼儿园课程主要表现为过分强调学科体系的形式化，忽视掌握科学事实

与现象；忽视学科体系整体的综合功能；忽视人文精神和文化素养的陶冶。建构回归

生活课程目标体系，首先要有利于学龄前幼儿的全面发展，同时有利于提高课程设计

的有效性，有利于教育者自觉的有效的贯彻课程目标，并将课程设计与实施活动中的

各种因素有机的联系在一起。

新《纲要》指出，幼儿园教育应当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保育与教育相结合

的原则，对幼儿实施体、智、德、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全面落实《幼儿园工作

规程》所提出的保育教育目标。回归生活课程理念所倡导的幼儿保教目标更为宽泛，

其总体课程目标的设定考虑社会、幼儿(幼儿的心里发展水平、身心发展的特点)、

学习内容等诸多方面。同时在回归生活课程的设定中，既要考虑具体的教育活动目标，

也要考虑潜在课程目标；既要考虑近期目标，也要考虑中期和长期目标，从而建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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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课程目标体系。(详见图3一1)

学前教育目标

l

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总目标

／ ＼

教育活动分目标 潜在的课程目标

．／ l ＼ ／ l ＼

生活活领域活游戏活 民族社区 园所

动目标动目标动目标 文化文化文化

{ l {

近期目标近期目标近期目标

； l l

中期目标中期目标中期目标

l l ；

长期目标长期目标长期目标

图3—1回归生活课程目标图

2．回归生活课程的领域目标

(1)健康领域的课程目标

主要目标是培养幼儿自主、独立、安全及身心健康发展。

①引导幼儿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及民问体育活动，促进幼儿动作协调、灵活的发展。

②使幼儿在轻松愉快的集体生活氛围中，身心和谐健康的发展。

③使幼儿掌握健康安全生活所必须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培养幼儿的独立生活

能力。

(2)社会领域的课程目标

主要目标是培养幼儿学会理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培养幼

儿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来促进幼儿的个性的发展。

①通过课程实施使幼儿热爱幼儿园、喜欢幼儿园，使幼儿园成为幼儿真正的乐园。

②通过课程实施培养幼儿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使幼儿乐于分享、善于合作、富

有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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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通过课程实施使幼儿努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培养幼儿不怕困难，有初步的责

任感。

④通过课程实施使幼儿了解各民族的礼仪，生活习惯以及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社会

行为规则。

⑤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如自信、自我价值感等。

(3)科学领域的课程目标

主要目标是培养幼儿初步的好奇心和探究科学奥秘的热情，使幼儿具有初步的科

学精神和热情，并培养其一定的探究能力。

①培养幼儿热爱自然，亲近自然，从热爱花草开始，逐步养成关爱和保护环境的

良好习惯，初步发展幼儿的环保意识。

②培养幼儿观察周围事物和自然现象的的兴趣，并依次来建构幼儿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如自然现象的发生的原因、各种材料的性质及特性等。

③培养幼儿初步掌握科学探究的方法，如通过观察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推理

与预测、记录有关信息、解释与交流等。

④培养幼儿创造性的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幼儿按自己的方式来发现问题、

交流思想、进行探索。如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现象，教师不要直接给予正

确答案。

(4)语言领域的课程目标

主要目标是培养幼儿运用语言与他人沟通，使幼儿学会倾听、表达以及培养幼儿

良好的阅读习惯。

①培养幼儿认真倾听他人讲话的习惯，建立幼儿与他人交谈的愿望与信心，体验

有他人交流感情的乐趣。

②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使幼儿能清楚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和思想。

③通过国内外的优秀儿章文学作品，培养幼儿的阅读兴趣，并充分利用当地的

历史故事、人物传记、人文地理知识来丰富幼儿的精神生活。

④通过幼儿园、家庭的讲故事活动，来培养幼儿对书籍、阅读的兴趣和良好的

读书习惯，发展幼儿的阅读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从而达到发展幼儿的思维能力，激

发幼儿的想像力和创造潜力。



五、乌拉特中旗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研究

(5)艺术领域的课程目标

主要目标是培养幼儿丰富的情感，培养幼儿初步的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和能力。

①通过课程实施，使幼儿能初步感受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民间艺术中的美。

②萌发幼儿鉴赏美、感受美、表现美的能力。

③激发幼儿在生活中创作艺术，在艺术中体验生活的激情，幼儿能用自己喜欢的

方式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感受与体验。

④培养幼儿在自然生活、社会生活中探索、发现艺术的原型，提高幼儿的艺术的

感知能力。

3．回!Jj生活课程的分解目标

在学前教育的具体实践过程中，课程目标的分解应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差异性，

这需要幼儿园教师在具备一定的专业文化素养，充分了解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的基础

上，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保证总体目标完成的基础上，使每一

个幼儿通过课程获得发展、得到锻炼，是每一位幼教工作者的职责和义务。

(1)按课程实施的时间来分解课程目标

幼儿在园整体发展目标一学年课程目标一目标课程目标一月课程目标一周课程

目标一日课程目标一单元课程目标。

(2)按学前年龄阶段来分解课程目标

小班课程目标(3～4岁幼儿)

课程 中班课程目标(4—5岁幼儿)

目标 大班课程目标(5—6岁幼儿)

在我国，长期以来，幼儿园的课程目标的制定与分解主要由教育主管部门或专家

来确定，教师只是这些课程忠实的践行者，没有选择或调整课程目标的权利和能力。

这使得我们课程目标的制订者们很难清楚的把握他们所制定的课程目标是否能满足

不同幼儿发展的需要，这些课程目标是否切合不同地区幼儿的发展实际；同时，这很

难预期不同地区的幼儿园教师对这些课程理解和执行情况，所以也就很难预料不同地

区幼儿教育的实际状况。课程目标的设定应当以适合当地幼儿的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

点，应该使每一位幼儿园教师都明确课程的总目标和各领域目标，并围绕这些目标结

合幼儿的生活实际来组织实施课程，以满足各不同地区、民族幼儿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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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乌拉特中旗回归生活课程的内容的选择

课程内容就是实现幼儿园课程目标的手段，对于幼儿园教师和幼儿来讲，主要解

决的是“教什么"和“学什么”的问题。既课程内容相对于教师来讲首先要解决的问

题是教什么?什么内容最适合本地区幼儿的学习?什么内容相对来讲更有利于教育

目标的实现?是课程内容的重要成分，直接关系到课程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教育质量

能否全面提高。其次，课程内容相对于幼儿来讲要解决的问题是学什么?既什么样的

内容是当地幼儿所喜欢的?什么内容能激发幼儿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因此，幼儿园回

归生活课程的建构，必须以幼儿园的课程内容为主线，为开展生活课程提供指导。

1．回归生活课程内容的选择

课程内容的选择是课程设计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因为，幼儿园

课程内容的选择应以幼儿园课程目标为依据，以满足幼儿身体、认知、语言、情感、

社会发展需要为基础。

在我国幼儿园课程发展史上，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课程内容不同的价

值取向会对幼儿园课程的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作用。首先，课程内容即教材的取向，

这种价值趋向的课程，将课程的内容看作是向幼儿传递的知识和技能，而这种知识的

传递是以教材为依据的。因此，课程编制者在选择内容时特别注重知识的基础性、系

统性和逻辑性，将这些经过认真筛选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组织成教学计划、教学大

纲和教材，使课程内容成为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的基本材料。 其次，课程内容即学习

活动的取向。这种价值取向的课程，强调课程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强调幼儿在学习过

程中的主动参与。英国教育家怀特海(whitehead，A．N．)说：“教育只有一种教材，

那就是生活的一切方面。"这句话明确地道出了这种取向的本质。课程内容的这种取

向向“课程内容即教材”提出了挑战，批评这种取向关心的只是向幼儿呈现什么内容，

让幼儿知道一些基本的事实与方法，而不关注幼儿有没有了解事实的本质和原理，不

关注幼儿自己对活动过程的参与。持这种观点的课程编制者，在幼儿园课程编制过程

中会安排、设计大量的活动，让幼儿在亲自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去探索和发现。我国幼

儿教育家陈鹤琴提出的活的教育理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大自然、大社

会都是活教材，”充分体现了这～理念。这种价值取向的课程内容贴近社会生活，有

益于幼儿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并初步学习一些与社会生活相贴近的知识与技能。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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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即学习经验的取向，这种价值取向的课程，把课程内容看成是幼儿的学习经

验，认定幼儿是主动的学习者，决定学习的质和量的主要方面是幼儿而不是教材。持

这种观点的课程编制者在课程编制过程中，会更关注幼儿园的环境创设，关注幼儿经

验的获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经验的

改造或重新组织。"n日即反映了这种取向。这种价值取向的课程内容充分顾及幼儿

的兴趣、需要和能力。

纵观课程内容选择的历程，无论是50年代的从学科课程想向活课程的转化；50

年代末到70年代末，又从生活经验课程向学科课程方向发展；还是80年代以来的由

单纯的追求智力的发展转向培养人的个性、情感等多方面发展，都体现了不同的价值

取向就有不同课程内容选择的现象，因此，从那些方面选择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是我

们必须回答的。

(1)教师应引导幼儿从生活世界中发现、探究的内容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这一过程的本身就是生命活动的过程、精神价值实现的

过程、在生活中不断探索的过程。教育离不开生活，生活是教育的根，是教育的源，

人只有在生活中受教育，教育才有意义，才能发挥自己的价值。回顾我们的学前教育

现状，有多少幼儿园的孩子，脸上还会因为在探索的过程中，因为发现了一个哪怕是

已经被别人早已发现的小问题而激动的小脸发红呢?有多少孩子会因为找到一个自

己还不认识的小花、小草或小昆虫而高兴的手舞足蹈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被所

谓的兴趣班累的疲惫的面容，看到的只是急匆匆地去完成课内、课余任务的孤独的身

影。作为一名幼教工作者，我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的教育方式是实施全人

格教育吗?这样的教育方式能塑造完整儿童吗?这样的教育是所谓的高质量的幼儿

教育吗?回答是否定的。回归生活课程，就是要教师引导幼儿从幼儿熟悉的生活世界

中发现所要探究的问题，可以从生活世界的一个点出发，去探索、发现周围生活世界

丰富多彩的事物。从中感受、发现、理解、体验生活，各种不同的生活视点的积累、

延伸、交汇，组成生活世界的不同线、构成生活世界的面，从而形成一个生活世界的

有机整体，使幼儿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热爱生活、探索生活、创造生活，实现与自

然、社会、自我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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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一l教师带领幼儿在实验区上课 图、4—2认识根、颈、叶、果实

图4—3采摘果实 图4—4分享果实(点数)

(2)从幼儿的兴趣出发，发展幼儿兴趣的内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行动的动力，兴趣更是幼儿行动的原则。回归幼儿园

生活课程关注的就是，幼儿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哪些内容有利于幼儿个性的发展。但

是，什么是兴趣，不同的心理学派的专家有不同的解释。在心理学上，人们把兴趣表

述为： “是力求探索某些事物的带有情绪色彩的意识倾向。”“¨幼儿的兴趣容易受

所处环境变化、外界事物的影响，其兴趣表现对新奇事物的的直接指向性上，随着年

龄的增长，幼儿的兴趣逐步趋于稳定。

在幼儿园的课程内容中，有一些内容本身就具有直接兴趣性，能给幼儿带来乐趣。

如“涂鸦”，幼儿“打雪仗”，男孩子“爬高”，“玩沙玩水”、“挖地”、“播种”

活动等。幼儿之所以会对这些内容感兴，是因为这些内容是幼儿自己熟悉的和与自己

有关系的。所以说，如果课程内容不和幼儿的生活经验相联系，即使按成人的逻辑组

织得“合理”、“有机”，也很难说对儿章不是一种负担。如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中旗幼儿园，该地区是内蒙古的一个边远、贫困旗县，幼教师资力量薄弱，但幼儿

园为了吸引生源，选用了近几年在内蒙古幼教界较为盛行的《多元智能创意课程》，

这一措施的推行，吸引生源的目的达到了，但教师在理解、挖掘教材内容方面能力明

显不足，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有一个教学内容是讲“紫菜包饭”，(这是一种韩国菜做

法)由于幼儿园的任课教师、及其他人员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这一教学内容

只能放过不讲。刚归￡扛活课程是以幼儿的直接兴趣为出发点，通过幼儿感知生活、发

现乍iI下f、探究_!活、体验生活，把幼儿的外在兴趣转化为内在兴趣。为此，教师要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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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支持幼儿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师幼互动过程中关注幼儿产生的疑问，决不对幼儿

产生的疑问予以讽刺、斥责。让每一个孩子在不同的体验中积累成功的经验，鼓励并

激发他们的探究欲望。

图4—5寻找果实 图4—6寻找果实

图4—6我找到果实了 图4—7会响的沙子

(3)从地理资源、幼儿园资源、社区资源方面开发的课程内容

回归生活课程应充分挖掘幼儿生活实际中的丰富的课程资源，关注幼儿的生活世

界充分发挥不同课程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反映幼儿生活的地理人文环境、幼儿园、社

区文化资源的内容。根据课题研究者收集的地理环境资源、幼儿园文化资源、社区文

化资源的基本情况，分析其相对于幼儿教育来讲的优势和不足，选择和创设一些适合

幼儿身心发展需要的内容来组织教学活动，使我们的学前教育过程，变成一个让幼儿

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逐步掌握社会规范、进行人际交往、适应社会的过程。并结合

幼儿、家庭、社会和社区、幼儿园的不同需要来设计课程内容，以帮助幼儿在与自己

生活实际相联系的环境中，培养幼儿关心他人、同情他人的情感、以及与他人合作的

意识。

一嗽冬图4—8草原肉从蓉 图4—9草原骑于 图4—10祭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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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幼儿园需要综合分析表

幼儿的需 社会和社区的
家长的需要 幼儿园发展的需要

要 需要

需 教师的专业化程度的 “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
求知探 “家长参与幼

要 提高，增加男教师， 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
索，游戏、 儿园在管理和

的 让幼儿在开心的过程 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
活动的需 幼儿园文化建

分 中获得知识、技能的 好的条件”的办园理念的
要 设”的需要

析 需要 需要

判
经过笔者调查幼儿、家庭、社区的需要以及幼儿园的预期需要基本一致。

断

(4)体现多元文化需要的课程内容

多元文化教育作为一个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引起了多民族国家的广泛关注。尽管

目前对多元文化教育存在着许多争论，但其中存在着共同的理念，即尊重文化的多样

性与多元主义，尊重个体差异，使每个人都有不同生活抉择的机会；促进社会公平与

机会均等；促进不同族群权利分配的均等。多元文化教育目的在于使年轻人对他们所

生活的世界形成这样一种认识：在传承和认同他们本民族文化及民族性前提下，鼓励

他们对周围世界中其他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特色进行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为他们提供获

得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建立与其他民族自由交流且学习其先进理念的自信心。

可见，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文化的多元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大趋势，提高

幼儿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适应能力与发展潜力是教育者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

乌拉特中旗地区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少数民族自治区，各幼儿园处于

以汉文化为主的大环境中，但蒙古族浓厚的文化氛，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多元文

化相互碰撞和交融使内蒙古地区的幼儿园拥有十分丰富的课程资源。各民族拥有其博

大精深的饮食、服饰、建筑、艺术、宗教等文化，将有益于幼儿全面发展的各民族文

化作为课程资源纳入到现有的课程结构中，在蒙古族文化、其它少数民族文化和国家

普遍文化相互交织的环境中，帮助幼儿积累终身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以促

进不同文化在幼儿精神世界的交汇。

2．回归生活课程内容的体系

课程内容是由符合课程目标的一系列比较规范的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组成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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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校课程的文化知识系统。n61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幼儿园拥有其他非民族地区所

没有的物质环境资源、人文资源和本民族文化资源，而这些正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重点。

教师可以带领幼儿走访名胜古迹、领略民情民俗、体察历史事件；可以聆听具有乡土

气息的民歌民乐、参加各民族节日盛会、观赏民族舞蹈；还可以品尝富有地域特色的

民族食品、参观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等，在各种活动中引导幼儿体验美的真谛，丰富

幼儿情感世界。

(1)．健康领域课程的内容

身心健康对一个人一生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中的健康

课程是以培养学前儿童艰苦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促进其身体的发育、增进其身心

健康发展为目的的内容。

(1)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1989年指出：健康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

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我国心理学者认为，心理健康是指一直持续发展的积极的

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主体能对社会作出良好的适应，能充分发挥身心潜能。所以，

培养幼儿稳定的情绪、活泼开朗的性格、自信心、成功感、社会环境适应能力、勇敢、

坚强、不怕困难的精神等，为幼儿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2)培养生活、安全习惯方面的内容

①行为习惯内容

通过幼儿良好的饮食与卫生知识与习惯、行为习惯、预防疾病的内容的实施，

从小培养幼儿独立生活的能力。

②安全保护内容

通过课程实施让幼儿掌握运动安全、环境安全、药品安全、交通安全、水电安全

等方面的知识。让幼儿学会在危险的情景中保护自己的安全。教师在传授这些知识的

时候，不仅要让幼儿知道什么的行为方式是安全的，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是不安全的；

而且要让幼儿知道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如何自救。 (如公路的作用和存在的危险是什

么?遇到危险时应如何应激处理；火的作用和危险是什么?遇火后有何自救方法；电

的作用和存在的危险是什么?遇到危险后应如何应激处理；过马路时应走斑马线，看
一

’‘-

红绿灯，穿越马路时先看左面的车，到马路中间后再看右面的车等)

③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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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幼儿与环境的互动，让幼儿感受火自然的多彩、奇妙、美好。感受人与环境

的关系，培养幼儿热爱环境、保护环境，主动参与力所能及的环保活动。保护环境的

重要性。

|冬|4 ll幼儿于指lⅢl荚洲的家乡 矧4 12幼儿】：指Iflll灭嗍的冢乡

④运动能力方面的内容

体1匀．活动足幼儿强身健体的主要途径，内蒙占自治区的多民族特色，为开发幼儿

凼课程资源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fuJ。而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又为幼儿提供了足够的时

间让幼儿从容的参与各种活动，完善自己的动作。如通过传统的蒙古三艺(马术、射

箭、摔跤)以及一些其他的攀、爬、投、跳等活动促进幼儿的身体及运动能力的发展。

l冬I 4一13我参加了那达慕 幽，1 1，l草原英雄

I纠4一15骑丁： H廿16放牧

(2)．社会领域课程的内7≠

人生活征礼会环境中，时刻接受看来}Ⅲ扑目人、事、物的种种信息，所以，从社

会领域J r发课样内彳≠，j流足嘤rj I导幼儿进行社会化的过程，"渺I幼儿I刖乍活课f譬的内

容应⋯绕，≯龄胁儿7茬做人柬选择，课，fr}!内7≠J、V汹。赢幼儿的|，{我意识、人际交往、人际

火系、社会叫：境等力‘㈨的内容。

(1 J卡l：会，：II谚!绐蟛}力‘㈣的内7≠

‘U认谚：符【屯欣f门’Ij。|{、【弋俘÷、{L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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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了解和学习社会行为的基本规则。

③了解世界、祖国、家乡、社区、家庭等关系，认识到自己是家庭、社区、幼儿

园的一员。

④教育幼儿爱护玩具和其他物品，爱护公物和公共环境。

(2)社会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内容

①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远大幼儿实际感受各民族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

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

②适当向幼儿介绍我国各民族和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让幼儿感受人类文

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培养理解、尊重、平等的态度。

③引导幼儿了解自己的亲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培养幼儿对劳动者的热爱和对

劳动成果的尊重。

(3)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内容

①为幼儿提供与社会、老师、成人、同伴的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培养有学习初步

的人际交往技能。

②通过各种活动培养幼儿关爱他人、悦纳并尊重自己、乐于合作、善于沟通等能力。

(3)．语言领域课程内容

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中的语言课程内容是实现语言课程目标的载体，所以，幼

儿语言课程的内容应根据学前儿章语言发展的特点及其规律来选择课程内容。具体有

交谈、讲述、说普通话、读书、欣赏文学作品等。内蒙古各民族脍炙人口民间故事、

谚语、儿歌、人物传记等是非常丰富的课程内容。

(1)语言技能方面的内容

①教给幼儿正确的发音，在幼儿正确掌握本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培养幼儿学说普

通话。

②培养幼儿认真倾听他人讲话的习惯，让幼儿学会运用多种方式(面部表情、手

势等)表达自己意愿，发展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③培养幼儿爱书、看书的习惯，教会幼儿正确的拿书、按顺序翻书，教会幼儿正

确的读写姿势(一尺、一拳、一寸)，让幼儿初步理解画面的意思。

④聆听成人、录音等方式欣赏国内外优秀的儿章文学作品，通过对作品内容的理

解，让幼儿分角色表演文学作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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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言知识的积累方面的内容

①通过日常会话训练，培养幼儿正确的发音、丰富词汇、正确理解和使用词汇。

②向幼儿介绍世界及当地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如民间故事、童话故事、科幻故

事、历史故事、儿歌谚语等，通过这些知识的积累，让幼儿明白做人、做事的简单道理。

③让幼儿介绍自己的家、社区、幼儿园、家乡的特点、变化、特产等，在此基础

上，让幼儿了解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

谚语：只要是个聪明汉，绝不靠天来吃饭；

只要功夫深，铁棒能成绣花针；

旱霞不出门，晚霞千里行；

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

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一定要来到。

儿歌： 【小乌小鸟】

蓝天里有阳光，树林里有花香；

小鸟小鸟，你自由地飞翔；

在田野，在草地，在湖边，在山冈；

小鸟小鸟迎着春天歌唱；

啦啦啦啦啦。

爱春天，爱阳光，爱湖水，爱花香；

小鸟小乌，我的好朋友；

让我们一起飞翔歌唱；

一起飞翔歌唱；

啦啦啦啦啦。

【小弟弟早早起】

小弟弟，早早起，早呀早早起；

叠好被子穿好衣，穿好衣；

亚克西，亚克西，亚克西，亚克西!

牙齿刷得千干净，干呀千干净；

手儿脸儿自己洗，自己洗；

亚克西，亚克西，亚克西，亚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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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为了研究母亲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便在全美

选出了50位成功人士，他们都在各自的行业中获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又选出了

50位有犯罪记录的人，他们都是罪恶累累。他分别去信给他们，请他们谈谈母亲对

他们的影响。 一—一

不久，他就收到了来自不同环境的回信，其中有两封信给他的印象最深。一封

来自白宫一位著名人士，一封来自监狱一位服刑的犯人。他们谈的都是同一件小事：

小时候母亲给他们分苹果。

那位来自监狱的人这样写道：

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的，大小各不同。我一眼就看见中间

的一个又红又大，十分喜欢，非常想要。这时，妈妈把苹果放在桌上，问我和弟弟：

“你们想要哪个?”我刚想说想要最大最红的一个，这时弟弟抢先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妈妈听了，瞪了他一眼，责备他说：“好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让给别人，不能总想着

自己。” 于是，我灵机一动，改口说：“妈妈，我想要那个最小的，把大的留给弟弟

吧。”妈妈听了，非常高兴，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夸奖我是一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

并把那个又大又红的苹果奖励给了我。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从此，我学会了说谎。

以后，我又学会了大家打架，偷，抢，为了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不择手段，犯下

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直到现在我被送进监狱。

此刻，我在这里给你写信，回忆母亲对我的影响，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妈妈

分苹果的事。

那位来自白宫的著名人士是这样写的：

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的，大小各不同我和弟弟们都争着要大

的，妈妈把那个最大最红的苹果举在手里，对我们说：“这个苹果最大最红最好吃，

谁都想要得到它。很好，现在让我们来做个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三块，你们三

人一人一块，负责修剪好，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有权得到它。”

我们三人比赛除草，为了得到最好的苹果，我尽我最大的力量去工作，力争比弟

弟做得更好，结果，我赢得了那个最大的苹果。我非常感谢母亲，她让我明白了一个

最简单也最重要的道理：想要得到最蝇瞧就必须努力争第一。 ‘-

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你可以教他说第一句谎话，也可以教他做一个诚实的、

永远努力力争第一的人。“信用会为你积蓄看不见的财富，时间越久，这笔财富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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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珍贵，而欺骗只会恶意透支你的财富。”同一个分苹果的故事出现了两种不同结局。

(4)．科学领域课程的内容

回归生活课程中的科学课程主要目的是引导幼儿主动探索周围环境来发现知

识、获得经验，课程内容注重幼儿直接经验的获得，让幼儿在理解科学对人们生活的一·’⋯，、．．·

意义的基础上，培养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精神。

(1)科学知识的理解与积累

①简单了解当地民族的地名、及人名的意思

作为民族地区每个城市的名称都有其特别的含义。例如：“呼和浩特市"蒙语为

青色城市的意思；“包头"蒙古语为有鹿的地方；“鄂尔多斯市(原伊克昭盟)"蒙语

为大庙的意思，“伊克”蒙语是大的意思，“昭”是指庙；“锡林郭勒盟’’蒙语为山川

城市的意思，得名于锡林河，“锡林”蒙语指高原上的平野，“郭勒”蒙语指河川；“通

辽市(原哲里木盟)’’蒙古人称马鞍扯肚为“哲里木"，得名于位在今哲里木盟科尔沁

右翼中旗王府北的哲罩木山，此山形同马鞍吊带，所以蒙古人称为哲里木山；“呼伦

贝尔市"，呼伦贝尔大草原自古以蒙古民族最初肇兴的发祥地而著称于世。把富有特

殊意义的民族地区城市名称作为一类可开发利用的课程资源，可以对幼儿进行常识教

育，从而传承民族文化之内涵。

蒙古族人名与民族的历史发展、风俗习惯、社会文化、心理特征和他们所处的自

然环境等有密切的关系，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是社会传统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第一，

蒙古族历来崇拜大自然，注重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历代蒙古人的名字中就有与大自然

有关的名字，例如：乌日古木拉(植物)、德勒海(世界、人间)、乌力雅苏(杨树)等。

第二，从蒙古人的名字中可以了解到蒙古族喜爱、崇拜的颜色，例如：呼和鲁(青龙)、

呼和牧其尔(青树枝)、查干其其格(白色之花)等。第三，蒙古族比较讲究一些数字的

象征意义，还要记载孩子出生时体重的数字，例如：塔本京(出生时重五斤)、道浪晶

(出生时重七斤)、也孙京(出生时重九斤)、吉仁花(六十花，在祖辈六十岁时出生，

取名为花)等。第四，蒙古人名字中还含有纪念意义的事情，例如：在文化大革命十

年动乱时期，人们曾取名为胡毕斯嘎拉(革命)、乌兰(红的)、乌兰苏雅拉(红色文化)

等。第五，体现蒙古族的性格、风俗习惯、环境等内涵的蒙古族名字，例如：额博勒
口 ．：

图(孝顺的、孝敬的)、希都同古(老实的)、乌力吉陶格套(吉祥永存)、额德胡力雅格

其(财物保存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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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材料及其性质方面的知识

培养幼儿能简单的描述材料的性质，按材料的明显特征进行归类，把一些常见的

材料的用途与他们简单的性质联系在一起，初步知道一些材料是天然形成的，而一些

材料则是后天由人类加工而成的。

③物质的变化与过程

了解一些简单的声、光、电的简单知识，正确的方法可以利用这些物质，错误

或不当的操作会带来危险，知道太阳、地球、月亮的一些简单知识。

(2)科学探究技能方面的知识

①通过幼儿对周围世界的感知、观察、探索、分析、推理、归类，了解事物的

相同点、不同点，激发幼儿的提问的欲望，教师要正确对待幼儿的提问，通过教师和

幼儿对问题的的共同探讨，来发现原理获得经验，培养幼儿初步用绘画来记录自己所

观察和探索的事物，描述自己在观察、实验中的发现，整理自己的记录并说明结果。

如：“苹果树为什么只能长出苹果，而不会长出樱桃和李子呢?”

“爷爷去世后躺在墓地，他从哪里得到东西吃呢?竹

“冬天在草原的雪地上行走，应该怎样判断雪的深浅呢?”

“在草原上，如果遇到火灾应该迎风走，还是顺风走呢?”

“在室内如果遇到火灾，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地球是从哪里来的呢?”

“遇到火灾我们应该怎么自救呢?”

“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呢?”

“太阳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打雷和闪电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果冻是软的而石头是硬的呢?”

“为什么树叶是绿的?”

“为什么坐车时，车开的快一点我们就会有凉的感觉呢?”

②提供丰富的可操作的材料，使每一个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

科学探索活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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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7翻地 图4—18翻地

图4—19播种 图4—20搭架

通过幼儿自己亲自参与到关心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中，让幼儿知道环境的生

态平衡是关系到我们人类的健康和生存，知道通过我们的努力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存

环境的，从而懂得保护环境和自然。

(5)．艺术领域课程的课程内容

回归生活课程中艺术课程的内容是以发展幼儿感受美、体验美、表现美以及审美

的情趣与能力为中心，通过音乐、美术、文学作品等多种形式，对学龄前儿奄进行艺

术的陶冶。课程内容心⋯绕幼儿敏锐的审美感知能力，丰富的审美情趣及富有创意的

美学表现力米展丌。

(1)生活与艺术方面的内容

任何一种艺术，都是艺术家们舀：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观察的基础上，通过肢体

语古‘运用夸张表现形式表达出来的。bⅡ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研究的重点就是让幼儿充分

的感知、观察、探索周围牛活l生界，从中得到锻炼，受到启发，获得经验。而内蒙古

各民族博人的牛活、娱乐、祭祀、订庆场I而，为艺术课j{罕的丌展提供了十富的生活元

素。

图4—21 文艺表演 图4—22丈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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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可以通过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场景、片断的欣赏，结合自己的情感体验，用艺术的

方式表达出来。

(2)科学与艺术方面的内容

①在当代幼儿的家庭中，每个家庭都为幼儿购买了大量色彩艳丽而又有一定科

技价值的玩具。如“遥控车”、“遥控飞机”、“会凫水的鸭子”、“电动小狗”等，

幼儿园和家庭可以以“我最喜爱的玩具”“我最喜爱的服装”等为题，引导幼儿从生

活中发现科技产品的造型美、色彩美等，体验科学与艺术的艺术美。

②体验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现在有许多幼儿园为了体现本园的实力与硬件配置，

都配备了微机室，安装了图文并茂的软件系统，为学龄前幼儿丌设了电脑课程。当幼

儿点激“播种”键时，一粒粒种子便轻轻的落入了新翻好的土中；当点激撒水键时，

一棵棵嫩芽便整整齐齐的长出来了；当点激色彩键时，你可以为花朵配上你最喜欢的

颜色。这样形象的操作过程，能使幼儿充分的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博大、精深和艺术创

作紧密结合。

综上所述，从艺术领域构建的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的内容体系，要充分考虑幼儿

身心发展的特点和幼儿的能力情况，与幼儿艺术素质的发展相结合，从而构建起幼儿

园回归生活课程艺术与人文素质的统整。

3．回归生活课程内容的组织特征

课程组织是课程的下位概念。至于什么是课程组织，人们的理解也不尽一致，不

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有多少对“课程”的不同理解，就有多少关于“课程组织”的

不同含义。拉尔夫·泰勒“把学习经验组织成单元、学程和教学计划的程序”u¨他

为我们指明这样及格方向：(1)课程组织的对象是学习内容；(2)组织后的产品是

单元、学程、教学计划； (3)组织的过程有一定程序。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内容的

组织应力求将知识、经验、与幼儿的活动三者有机紧密地组织起来，同时，课程内容

的组织要充分考虑学习者、教育情境、教育者以及幼儿的身心发展水平、兴趣、需要、

学习特点等，处理好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1)连续性、阶段性与顺序性

学龄前儿章身心的发展是有其自然规律的，趑一过程体现了幼儿身心发展的连续

性、顺序性和f、日J断性。同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的连续性应体现的是向幼儿直线式陈述的

课程要素，课程组织者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要紧密闭绕幼儿的感知、观察、体验、探



至：皇垫堑!堕旦些丝些旦竺鋈堡堡竺窒

索，使幼儿反复地、连续地发展幼儿这方面的能力。阶段性按照学龄前儿童身心发展，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幼儿具有心智技能发展的几个关键期，合理利用幼儿心智技能发展

的关键期来组织相关的教育活动，充分提高教学效能。顺序性是指为幼儿提供的学习

材料，必须精心设计，科学规划，一定要符合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具

体到抽象、由旧经验到新经验的认知规律。

(2)人文性与兴趣性

课程内容的人文性是指，课程内容中所反映的人的本性以及人的本性有关的文化

特色。它强调课程内容要重视人的因素，其核心是重视学习者。在学前教育领域里体

现的是，要重视幼儿的主体性、个性以及适合幼儿的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具体体现

在幼儿园课程中，必须包括与幼儿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化传统、民俗礼仪、节日观念、

行为习惯等方面。如中国传统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那达慕大会’’

等节日方面的内容，其蕴涵的民族心理和文化特征极具教育价值，是接近儿童心理的

良好课程内容。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幼儿活动的动力，所以，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内容的

选择，一定要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兴趣指向。我们现有的课程资源中，有许多

课程本身就具有直接兴趣性，能给幼儿带来乐趣。如“涂鸦”、“打雪仗”等。兴趣

是极具教育价值的，但兴趣不是课程的必然目标。课程内容能引起幼儿的兴趣，非

常重要，但是，不是所有的课程都具有兴趣性的，对于那些还不能引起幼儿兴趣的内

容，教师一定要尽量让教学内容与幼儿的生活相结合起来，来激发幼儿的求知欲。

(3)科学性与回归性

幼儿园回归生活课程研究的科学性体现在，虽然课程内容的选取立足于幼儿的生

活实际，组织幼儿的一日生活、活动及教育教学。但是，这并不等于教学内容的选取

没有严格的程序，我们为幼儿呈现的教学内容，一定是经过课题组成员共同探讨，其

内容是否符合教育目标且融合了不同课题研究者的观点，尽可能的挖掘了其潜在的教

育价值的内容。

回归性体现在课程内容要面向幼儿的生活世界，尊重幼儿的生活经验，将幼儿从

成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无论是从孔子所}兑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还
‘

‘ ’

k。
是陶行知先生提出的：“解放小孩的头脑，解放小孩的双手，解放小孩的嘴，解放小

孩的空问，解放小孩的时间。”这些教育思想对幼儿园回归生活课程目标的设定有很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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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启发意义。因为，在今天工业化和现代化飞速发展的进程中，学前教育已经被严

重的功利化了，从而导致今天的学前教育丢掉对人性的意义的关怀，没有体现出学前

教育应发挥的实际价值，因此，学前教育课程必须回归生活，使幼儿建立起自己与他

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关系。

(三)回归生活课程的实施与评价

回归生活课程的实施，是指幼儿园从本园实际情况和办园理念出发，将创编课程

与《纲要》要求进行整合重组并付诸实践的过程，其中包含对创编课程的使用或进行

适应性的改编等园本化处理。也包含经过处理的课程进行实施的过程。因此，课程实

施是一个动态的序列化的实践过程，有一定的运行结构，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

地进行的。课程实施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在实践中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这又涉及到课

程评价的问题。

1．回归生活课程的实施

幼儿园课程是实现幼儿园教育目标的手段，是帮助幼儿获得有益的学习经验，促

进其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各种活动的总和。由此可以看出，幼儿园课程实施包括幼儿

一日生活的各种活动及全部内容，这些内容规定了幼儿园课程实施的原则和途径。

(1)回归生活课程实施应遵循的原则

①启蒙性原则，强调奠基和引导功能，以幼儿喜闻乐见的形式与内容，引导幼

儿读书的良好习惯，培养幼儿对科学知识的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②渐进性原则，为幼儿呈现的知识应遵循幼儿的一般认知规律，所涉及的内容

应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便于幼儿理解和掌握。

③多样性原则，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课程内容应根据有身心发展的特点开展，

即课程的组织形式应灵活多样，使幼儿的兴趣始终围绕课程内容，起到事半功倍的教

育效果。

④回归性原则，课程内容的编制与幼儿的生活实际相结合，使幼儿对所学内容

有一种熟悉感与亲切感，便于幼儿理解与掌握，易于激发幼儿的参与热情。

(2)回归生活课程的途径

以何种方式利用课程资源并把它们纳入幼儿园课程活动?一直是课程研究者较

为重视的一个问题。本研究认为，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研究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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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主题活动的形式开展。这里的主题活动是指根据某一单元的教学目标，把所涉及

的课程教育资源分成若干主题，形成一定的问题、活动系列。就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

与利用而言，一系列主题活动的教学活动就构成了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全过

程。因此，主题活动的选择需要考虑学习内容与其相关领域的统整问题。

①体验式主题活动

从课程资源的角度看，教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课程资源，然而必须要认识到，知

识是来源与实践的。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的目标，就是依据幼儿的兴趣，依托幼儿的

生活实际，以幼儿熟悉的材料与喜闻乐见的形式来组织幼儿参与一些实践活动，让幼

儿在实践活动中，自觉地把理论知识与直接的感受与体验结合起来，增强他们的主体

意识，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与求知欲，培养他们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运

用这种方式教学，教师要注意分析课程目标，确定适合幼儿身心特点的实践活动类型，

在实践活动过程中给于一定的引导，活动结束后要及时的进行总结，加强幼儿对新内

容的印象。

如：以“季节”为一个大的主题活动，教师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丌展主题

活动，组织教育内容，这是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的一个特色。在“季节”这个大的主

题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开展“春”、“夏”、“秋”、“冬”为线索的四个大的主体

活动，如在以汉族为主的农耕聚居区，可以开展“春耕”、“夏锄”、“秋收”、“冬

储”等相应的活动，而在牧区则可以丌展“春育羔”、“夏剪毛”、“秋储草”、“冬

接羔”等活动，让幼儿在大自然中学习知识，充分体现幼儿想学什么，教师就教什么，

体现教为学服务的主张，通过幼儿的亲身感受、体验，在丌放的主题活动中学会知识、

提高技能、培养情感、发展价值观，为幼儿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图4—23春耕

图4—25秋收

图4—24扶架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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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探究式主题活动

教师可以围绕当地的一些谚语、民间故事、地名开展主题活动，指导幼儿通过

观察、操作等活动，使幼儿在解决问题的探究过程中，强化创新意识、提高创造能力、

培养合作精神。每一个小的活动开始时，问题是在教师的引导下由提出，这样幼儿就

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内自由的进行探究，从而培养幼儿创造的热情和积极性。

如“地名探究"这一主题活动，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主题活动，让幼儿直接进行

操作这一主题，难度比较的，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若干小的主题进行。如，先让幼儿

说出自己熟悉的地名，然后教师帮助幼儿进行归类，便于幼儿理解①与蒙语有关的地

名包头(有鹿的地方)、呼和浩特(青城)；②与民间传说有关的地名井儿沟、蜈蚣

坝；③与姓氏有关的地名王家村、马家店；④与地形有关的地名南山村、北坡村等。

通过收集、探究这些地名及其来历，来丰富幼儿的见闻、增长幼儿的知识。

2．回归生活课程的评价

课程评价是对课程的价值作出判断的过程，是课程系统工程的重要环节，它伴随

课程的实施过程而进行。通过课程评价，可以判断课程设计是否合理，课程实施过程

是否有效。幼儿园课程评价是针对幼儿园课程的特点和组成成分进行分析，判断幼儿

园其价值的过程。通过课程评价，一是可以满足教师、课程专业人员、幼儿园行政管

理人员以及其他负责课程编制人员的需要，通过课程评价，检查或完善原有的幼儿园

课程，或者开发和发展新的幼儿园课程；二是可以满足幼儿教育政策制定者、幼儿园

行政管理人员以及社会其他成员获得幼儿教育方面信息的需要，以便管理课程，作出

影响课程的各种决策。

(1)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评价的内容

课程评价的范围包括课程的结构、课程各要素的构成及其运行方式。从课程运行

过程的层面分析，课程的结构包括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传统的课程评价方式，只注

重显性课程的评价而忽视隐性课程的评价。回归幼儿园生活课程更重视隐性课程对幼

儿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以，课程评价首先应关注课程结构是否合理。

①课程结构是指按一定标准选择和组织起来的课程内容所具有的各种内部关系，

主要包括各类课程的比重，各领域课程之间的联系、配合和相互渗透，以及课程内容

的排列顺序等等。

②对课程设计方案的评价，主要是对照课程目标、标准，检查和评估已经拟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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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计划在目标，内容、组织与方法等方面的适宜性。

③课程实施应及时记录幼儿在教育过程中的行为反应，检查和评估课程目标、课

程内容、组织、方法、和手段的适宜性。

④对照课程目标，测查评估幼儿身心诸方面发展的整体性与均衡性。

(2)回归生活课程评价的标准和指标

在课程评价时，需要一个能衡量课程设计、课程实施状况和课程效果的标尺。课

程评价的标准就是这种衡量的标尺，而评价指标则是评价标准的具体化。

从一般意义上说，课程评价应客观、公正和标准化，课程评价的标准和指标也应

规范化。但是，幼儿园课程评价是极为复杂的事情，它是对幼儿园课程的价值作出判

断，而幼儿园课程的价值是相对的，因此，不同的价值观会对同样的课程作出不同的

判断，所以，从不同的价值观出发，就有可能运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作为课程评

价的标尺。以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方式所作的课程评价也会运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

标作为课程评价标尺。

例如，在回归生活课程研究中，以幼儿生活经验为主开展的主题活动的效果进行

评价时，评价的指标就不会十分具体，常常会让课程研究人员根据自己的经验，及幼

儿的既往水平，运用等级评定的方式，评估各要素在评价指标中的重要程度，以此作

为评价该课程效果的依据。在对同一主题活动的实施状况进行评价时，可以在课程评

价专家的指导下，由该班参与课题的教师评价为主体，幼儿园园长、其他教师、家长

参与分析、评价、发现和解决课程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使课程的实施得以优化。

项宗萍(1995)根据因果关系模型及一些相关因素分析，提出对教育过程进行评

价的一些指标：“钉

(1)教师对幼儿活动的安排

①让儿章使用玩具材料的时间占非餐点时间的比重；

②让儿章自选玩具材料与操作内容的时间占学与玩时问的比重；

③伙伴可交往时间占非餐点时间的比重；

④安静、纪律与等待时间占非餐点时间的比重；

⑤非学前技能的学与玩的时间占非餐点时间的比重：

⑥无目的、无材料、无教师差异的自由活动时间占非餐点时间的比重；

(2)教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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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教师在一日活动中对儿童亲切温和与尊重儿童人格的态度与用语；

②教师听儿童说、关注儿童情绪态度变化的频度；

③教师对儿童积极肯定的评价频度；

④教师参与儿童学与玩的频度；

⑤教师面向每一个儿章的欣慰取向；

⑥教师完全脱离儿童活动的时间占非餐点时间的比重。

(3)儿童活动的积极性

①儿童在园时的语言伴随频度；

②儿童在园时的伙伴交往频度；

③儿童在园时无所事事的行为频度。

项宗萍认为运用这些指标，可以是评价致力于改进的方向与促进幼儿发展的方向

一致。作为幼儿园课程评价的标尺，评价指标的确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

评价指标一定要能够说明课程评价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否则，这些评价指标只能是一

些多余的、形式化的东西。

本文对内蒙古地区边远旗县幼儿园课程改革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提出了一些建

议，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尤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由于本人研究水平所限，加上缺乏此研究课题的资料，本研究的深度还远远不够，对

某些问题还没有论述透彻。但是，这一研究却更加深化了我对幼儿教育事业的认识，

也为我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一个初步基础。

幼儿园课程研究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探索上都不能算是一个新的研

究领域。而回归生活课程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笔者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对

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希望能引起热心幼儿教育事业的科研工作者或幼儿园对这一问

题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也希望回归生活课程研究能为目前我区幼儿园课程的发展提供

更强大的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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