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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特色课程现状及改进措施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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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学前教育水平的不断发展，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家长育儿思想观念的更新，传统的学前教育落后、

保守的教育理念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和家长的需求。幼儿园特色课程是符合现代教育的需求，是对传统教育内容、方法进行筛选、提炼、

吸取和加工。这种教育方式是独特的，在设计上更有利于孩子智力开发，比起传统教育，可以说更适合孩子。特色课程在培养幼儿热爱服务，

勇于创新，体魄健康，精神丰富方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幼儿园的特色课程成为提高幼儿园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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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幼儿时期是智力、思维开发的重要阶段，对幼儿加

强创新意识的培养有助于提高幼儿的创造能力，促进幼儿在今后

的学习中更好地发展。幼儿园特色课程开展能够开发幼儿的潜能，

引导孩子进行主观的创造力和独立思考力以及良好品格和习惯的

培养。特色课程的开设可以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可以通

过这种方式提高幼儿园知名度。

一、幼儿园特色课程现状分析

（一）特色课程样式多

幼儿园的特色课程设置俨然成为学前教育领域的流行趋势，

毕竟特色课程只是一种新兴的事物，许多幼儿园正处于探索当中，

如何针对性的开发特色课程和如何利用也不够完善。在父母眼中，

公立幼儿园或私立民办幼儿园，如果没有特殊课程，就吸引不了

家长眼球。现在各种特色课程很多，目的有丰富孩子想象力的，

有锻炼孩子动手能力的，有锻炼孩子意志力的，有锻炼孩子创造

力的等。课程名字有亲子课、蒙氏课、象棋课、奥尔夫课、双语

教学课，思维训练课、纸工创意课、泥工创意课、多彩创意课、

幼儿英语课、幼儿识字课、幼儿拼音课、幼儿舞蹈课、幼儿数学

启蒙课等等。幼儿园的特色课，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并不是开

得越多越好，如果精力不足，还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有的幼儿

园甚至就直接以课程名字命名。例如“丑小鸭艺术幼儿园”“某

某某潜能幼儿园”“某某某艺术幼儿园”“某某英语艺术幼儿园”，

一标美术或者英文艺术之类的词语就真正能表达出自己的园本特

色，或者是地方特色。

（二）园本特色不明显

一些幼儿园在开发实施园本特色课程建设时间短，幼儿园自

己创新设置的特色课程又太少，幼儿园之间就存在相互复制现象。

在中国目前的幼儿教育设施中，主流的特色教学包括：外国的蒙

氏教学，奥尔夫音乐教育，瑞吉欧特色教学，国内的神墨教学，

儿童珠心算教学，阳光运动，儿童音乐教学等，让不少国内幼儿

园老师盲目地跟风复制，实行了“拿来主义”，相信在外国取得

成功的先进教学模式一定有利于中国的幼教。个别幼儿园其实就

是照搬了框架，没有丰满和完善这些特色课程的骨肉，没有很好

领略这些特色课程的精髓，出现了学的尴尬教的也尴尬的局面。

学以致用，合理取舍，以园为本研发适合本园特色的课程才是我

们课程实践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拔苗助长”小学化倾向不容忽视

研究表明，有的幼儿园推出不适应孩子身体发展规律的特殊

教学，过早的“拔苗助长”，小学化趋势强烈。我国制定的《3—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建议内容十分清晰、具体、有指导性。

它将孩子的学习和发展分成了身体、语言、社交、科技、美术等

五大范畴，并分别对 3 至 4 岁、4 至 5 岁、5 至 6 岁三种年龄的孩

子学习发展提供了建议。为孩子后续学业的终生成长打下良好素

质基础为宗旨，以提高孩子的体、智、德、美、劳各方面的整体

和谐发展为重点，以指导幼儿园老师与父母培养正确的教学、育

儿理念，掌握 3 至 6 岁孩子认知和成长的规律与特征，形成对孩

子成长的正确预期。比如在《3-6 岁幼儿发展指导》中，中国教

育部就针对“学习与发展目标”方面对儿童“动态发展”规定：3

至 4 周岁的儿童，可以用单足连续地向前跳跃 2 米；4 至 5 岁的儿童，

能够单脚连续往前跳 5 米；5 至 6 岁的儿童则能单脚连续往前跳

八米。这些研究收集的数值大小尽管不同，但是却是按照孩子的

年龄特征层次递进的，恰当反映出了各个年龄阶段幼儿的水平能

力及其发展规律的不同，同时也就是由于这种大小数值上的不同，

为我们的老师针对于如何按照孩子的各个年龄的不同特征，建立

出适合于孩子在各个年龄发展能力实施相符合的教学计划，从而

创造出良好的参照数据，使幼儿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中得以良好的

发展与成长。但有些幼儿园教师在课程设置过程中背离了教学指

南的规定，背离了幼儿发展规律，在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重点时期，

错误研究并创设了某些不太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特殊课程，

以及不能按照孩子的年龄特征而过早输入过深的课程，或者某些

技术，或者一些技巧，让幼儿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厌倦情绪，过早

地尝试淘汰实验，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发育。事实证明，在幼儿园

让孩子们过早的体验一些小技能和过深的认识事物，不一定就能

促进孩子身体的正常发展，有可能还会产生“揠苗助长”的反作用。

幼儿初期训练的有些技能换个环境或者因时间的转变如过眼云烟，

很快就会忘记所谓的一些技巧，还不如多培养生活中的发现和兴

趣，快乐学习快乐接受。单一的特色课程训练剥夺了孩子其他方

面的全面发展，现在的有些家长都进入了一个误区，让幼儿在人

生的初期就被迫接受某些技能训练，超过了他的接受能力，这种

呆板的学习会剥夺幼儿的思想，过早进入小学化阶段，不利儿童

健康发展。

二、幼儿园特色课程改进措施

（一）实施的特色课程要符合国家对幼儿园课程内容的标准

根据《指南》和《纲要》的精神，开设课程要以孩子的认识

与理解为出发点，保障孩子身心愉悦的需要，训练孩子的阅读理

解能力，目的是培养孩子的自尊、自信、独立，真正地让孩子们

在玩中学习，在欢乐中长大，在健康中阳光，在关爱中发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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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课程”需要具有完善的理论知识基础，同时需要遵循幼儿教学

的规范，以及健全的管理体系，同时具备幼儿园教学的基本性质。

例如部分幼儿园在科学类开设有科学探索、机器人；蒙氏教育中

的数学、逻辑训练课；在语言类开设有我是小主持、双语课、绘

画课等；社会类开设有情商课程；音乐类开设有幼儿音乐、唱唱

说说、芭蕾舞、器乐演奏、戏剧音乐；美术课的巧手变变变、劳

动我快乐、烘焙艺术、泥塑制作、粉刷匠等；健康类开设有篮球

游戏、足球、轮滑、跆拳道、阳光体育等等。幼儿园特色课要集

游戏性，生活式，启蒙式、活动性，参与性，启智性于一体，并

运用这些特色课程风格有别于别家幼儿园的特色课程，才能彰显

出自己幼儿园的特色。特色课程设置还要根据自己幼儿园的环境

基础设施入手，不能完全复制，盲目跟风。《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与《指南》是对引导幼师行业科学、合理地进行保育与教学的要求；

是对父母的科学育儿指导性要求；它是适应孩子正常生存、学习、

发展的要求；是对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全面和谐发展的要求。《3-6

岁幼儿指南》是在《纲要》的基础上，对幼儿的年龄段，各个年

龄段的接受程度，各个年龄段的学习目的，以及各个年龄段达到

的水平进行了细化。《指南》和《纲要》都指引了幼儿园老师和

父母正确的教育观。只有认识 3 至 6 周岁孩子们的身体发展特点

和学习规律特征，树立对孩子发展的合理预期，真诚的关注孩子

发展，幼园才能孕育出属于本园的，有着本园幼儿园教职工，与

孩子父母、社区教师和指导课题专家共参实践检验，不同于个别

家园的，具有群体性差异的，真正具有特色的本园特色课程。

（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丰满与拓展地域文化资源

因地制宜，本地取材并适当发展使用地方的资源，针对国内

外优秀的特色课程方法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不闭关自

守，也不全盘皆受”也就是合理取之，灵活用之。针对本园已有

的特色课程进行内部诊断，内部诊改，学会丰满与拓展。发掘幼

儿园周边的社区资源进行共享利用，挖掘地域特色、文化特色、

环境特色，设计出适合自己幼儿园的特色课程出来。比如安康，

地处秦巴山区，陕南特色明显，安康的汉剧、安康每年的端午文化、

赛龙舟文化、陕南茶、陕南民歌、紫阳民歌、汉剧脸谱、狮子舞

等等，把这些特别具有地域特色、地方特色、民间特色的文化引

入到幼儿园的特色课程建设上，把安康独具特色的地方资源融入

幼儿园课程的开发和实施中。在艺术课堂教学上通过探索汉剧教

学，分析汉剧人物变化、汉剧服装特点、汉剧脸谱种类，通过孩

子们在舞蹈特色课程上面的学习，扮演和在绘画特色课程中的汉

剧脸谱描绘，戏人戏事的创作，对幼儿们的观察能力，创作能力，

智力开发以及提高文化修养，素质发展等都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具有地域特色课程的开展不但为发展地方非遗培养接班人，

而且国粹也得到了传承。农村幼儿园应该多关注乡土文化的开发

和加强亲近大自然活动的特色课程开发，试想一个小时候在农村

长大的孩子，如果 18 岁时连韭菜和蒜苗都分不清，那他的成长还

是有些许遗憾。所以开展具有家乡传统文化教育的特色课程，也

是鼓励孩子们亲身参与观察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通过了解植物，

认知农作物和蔬菜、黏土游戏，石头游戏，石头变变变等课程，

使孩子们手脑身心同时获得感知感受、体会并感受家乡的意义，

进而激发起孩子们对于故乡自豪感以及对故乡、祖国的情感。大

城市以高科技园地域为主，幼儿园应多重视科学社会主义文化教

育工作，以“科学启蒙教育”为切入点，积极探讨形成特色学科

的路径和办法。这样才能充分加强自身资源与特色课程建设，不

会发生“东施效颦”的尴尬局面，能做到特色课程的继承与创新

才是最终具有竞争力。

（三）更新优质资源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引进人才，促进社会专业力量参与，建

立优秀特色教学资源库，增强课堂实施能力。国家实施的“国培

计划”已经持续搞了上十年，从转岗教师培训，幼儿教师培训、

幼儿园校长培训，幼儿园骨干教师培养等针对幼儿教师的培训一

直未有中断过。通过专家引领，同行交流，优质资源课程的学习，

不断提升幼儿园的特色课程设计及教师教学能力水平。在幼儿园

的特色课程建设符合主流和自身特点基础上，安康汉滨区在引进

人才方面下大功夫，幼儿园在 2018 年之前都是清一色的女教师，

近几年年引进有体育专业男教师一名，计算机专业男教师一名，

还有艺术专业教师几位。人才的丰富，结合专业特长，开发出适

合幼儿身心发展的特色课程“幼儿篮球”“幼儿课间篮球操”，

还有教工幼儿都参与的“篮球游戏”以及“篮球舞蹈”等深受孩

子们的喜欢，特别是男孩子的阳刚精神得到了锻炼。“我是小小

发明家”“汉剧传唱”“小画家”等课程与地域文化的互动结合，

给幼儿园注入了新鲜活力，教学特色明显，社会反响较好。通过

“园本教研”特色课程开发，现在的安康汉滨区幼儿园无论从教

学氛围还是幼儿整体素质都有全面的突破，家长放心、幼儿开心、

教师用心，真正体现出“为了孩子的一切，一切为了孩子”的办

园特色。安康市幼儿园将精心培育的“巧手家居馆”“今天我表

演”“运动大比拼”“参观博物馆”“图书馆话吧”“棋类活动课”

等多项特色项目作为安康市幼儿园的主要特色课程。一些幼儿园

在幼儿身体发展的初期阶段，为了纠正幼儿行走姿态中的不良走

姿，特别开设的《形体舞蹈》特色课，不仅能够训练幼儿走路动

态方面的协调、敏捷，还能够让幼儿保持良好的体态与节奏感，

在练习过程中还能够丰富幼儿的情感感受、陶冶情操，从而训练

出幼儿热情、开朗、阳光、活泼的良好性格。

三、结语

幼儿园课程的自主化，个性化，多元化是新课程改革的方向，

个性与特色是一所幼儿园的优势所在，是幼儿园发展的强劲生命

力。唯有创建特色、成就特色，才能充分地体现幼儿园自身的价值，

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从事幼教事业的领导者与实施者，

在针对幼儿园特色课程建设这块领域，应坚持以幼儿为中心的导

向观，诊断问题，找出诊改方案，开拓创新，勇于实践，落实措施，

使特色课程真正成为实现幼儿园特色发展的载体，并且能够得到

持续性和优质性发展。课题研发和特色课题研发相结合，坚持继

承与创新措施，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在幼儿园

管理者以及教职工中形成自觉提升、自觉创新的内在机制，打造

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创造性团队，从而促进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提

升，推动幼儿园的特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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