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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孩子，让孩子们有手乐于做工，有脚健步如飞，

有眼善于观察，有耳可以倾听，有嘴善于沟通，有脑富

于创造，有心感恩他人。这是陶行知先生渴望的中国儿

童的模样[1]。1

“当代青年要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

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志存高远、

德才并重、情理兼修、勇于开拓”这是习总书记期待的

当代青年最美的模样。

幼儿将来如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国之栋梁

呢？笔者以为“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在学前阶段就要

依托各种各样的课程来潜移默化修炼、涵养、锻造幼儿。

一、游戏课程——玩中修炼

1.区角游戏中分工合作

以独生子女居多的当今社会，六个成人围着一个孩

子转，孩子唯我独尊习以为常，他们的要求一旦不能满

足，就会撒泼打滚，不达目的不罢休。区角游戏不仅能

培养幼儿的自主性，更有利于培养幼儿合作、分享的品

质，能有效打破独生子女自私专制的壁垒。理发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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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三个孩子都想当理发师，可是理发师只设设置

了1个，怎么办呢？教师引导孩子们通过协商解决：理

发店里需要清洗工、需要发型设计师、需要染发师等等，

从而引导孩子通过轮流、增加角色的方法解决问题。

区角游戏中，孩子们需要自主选择游戏内容、游戏

材料、游戏伙伴，他们更加容易学会变通，学会合作，

学会相互协作。

2.户外游戏中自主创造

《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指出，在师幼互动

的过程中，作为教师要支持幼儿自主选择游戏材料、同

伴和玩法。幼儿园户外游戏中应重视培养幼儿自主创造

的意识。教师要在孩子自主游戏的时候，投放彼此容易

发生关系的材料，然后引导幼儿选择材料、选择伙伴、

自己设计玩法，培养幼儿“一物多玩、物物组合、人人

组合”的游戏意识。

自主游戏的时间到了，8个小朋友来到钻爬区玩。

只见雨霏小朋友把脚踩在钻山洞的道具上走了起来，一

旁钻山洞的佳悦看见了，喊住雨霏说：“你这样太简单

了，一点都不好玩，我们来把沙包放在山洞的‘脚’上

面吧！ 4个‘脚’上面各放一个沙包运到对面的白线那边

就算赢了！如果中途沙包掉下来就算输了！”说着两人就

开始行动，将沙包放在了山洞的4个‘脚’上，两人小心

翼翼挪动着山洞道具，生怕沙包掉下来，在一旁观察的老

师都替她们胆战心惊的，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她们居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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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个人用山洞道具将沙包运到了指定的终点！

经过统计这组小朋友自创了以下5种游戏玩法：（1）

利用钻山洞道具将沙包运到终点；（2）自选同伴钻山洞；

（3）将钻山洞道具倒下来跳圈圈；（4）站在规定地方将

沙包扔进倒在地上的山洞里；（5）用大纸棒套住山洞道

具，两两结伴抬起身来回走动。

自主游戏是个性化的游戏，是孩子间的游戏。因此，

教师要明确自己在自主游戏中的角色定位，要放弃权威，

做孩子们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佳悦小朋友通过

自己的想法利用山洞的 4 个“脚”将沙包运起来这一想

法不仅彰显了幼儿的思维能力还引发了其他小朋友敢于

创造的欲望。孩子就是天生的游戏玩家，让他们自己选、

自己玩、自己想，幼儿才能在自主游戏中体验成功感、

挫折感，尝试解决冲突，满足情感需求、积累生活经验、

获得身心和谐发展。

3.偶发事件中积极探究

《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估指南》师幼互动考查要点

第29条指出：教师要善于发现幼儿生活中的各种偶发的

教育契机，能抓住活动中幼儿感兴趣的问题及时给予有

效支持。幼儿园的课程要突破“教室”“上课”等条条框

框，关注儿童当下的生活，开展有意义的学习活动。

午后，老师带着孩子们在户外自由活动。小 z 在轮

胎山发现了一只刺猬。孩子们听说后纷纷围观过去。这

只小刺猬从哪里来的？它来这里干什么？它是不是迷路

了，他妈妈会不会正在找它呢？……老师觉得这是个很

好的学习资源，找来纸箱把它安置到班级的生活区里面。

期间，有孩子送来了火腿，有孩子送来了面包放在刺猬

面前，这小家伙警惕得很，一口也不动。它努力地想爬

出纸箱，逃离这个陌生的环境，看着它惶恐不安的眼睛，

老师决定让孩子们认识一下这个新朋友，就把它放生。

师：孩子们，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这个小家伙，说

一说自己的发现，看谁最厉害？（于是，孩子们静下心来

观察着小刺猬的模样，激动着汇报着自己的发现和疑问）

生：老师，我一碰纸箱它的身子就会团成一个球。

生：老师，刺猬的刺颜色不一样，有的是白色的，

有的是棕色的。

生：老师，为什么，它不吃我给它的火腿呢？它是

吃什么长大的呢？

师：对于这只小刺猬你们有了自己的发现，也有了

自己的疑问，接下来老师和你们一起找答案。今天，这

只小刺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老师猜它可能很害怕，

老师建议还是把它送回到发现它的地方。

见面活动结束后，笔者和孩子们一起去放生这只刺

猬，把它放到了操场边的草地里，一个孩子说，“去吧，

去找你的伙伴们一起玩吧。”另一个孩子说，“去吧，去

找你的妈妈吧，别再迷路了！”至于这只刺猬又会有怎

样的奇遇，不得而知。小客人送走了，而笔者和孩子们

对刺猬的关注才刚刚开始……

二、特色课程——做中涵养

如果说基础课程是给孩子们的“家常菜”，那么特

色课程就是为孩子们精心定制的“营养餐”。我园将田

园、植物创想、足球、绘本课程有机融入孩子的一日生

活，孩子们在一花一草、一树一木的世界里用勤劳的双

手、善于发现的眼睛探索植物生长的自然密码；在和花

叶、根茎、果皮、种核相遇的时光里进行大胆的艺术创

造；在绿茵场上学会合作，勇于拼搏；在图画的世界里

猜测想象推理表达，感知多彩世界，探寻生活哲理。

1.亲近自然，开拓视野

幼儿园注重在儿童的现实生活中挖掘课程资源，尽

力为幼儿创设灵活的、开放的、富有童趣、支持幼儿探

索的教育环境。

幼儿园将500平米的开心农场分成12个不同造型的

板块。栽种着水生植物、豆类植物、瓜果类植物、药材

类植物多达70余种，俨然一个活色生香的植物大观园。

春天，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在芭蕉树下观察鸟窝，在水池

边寻找小蝌蚪、采蚕豆、剪蒜脑、种花生……；夏天，

在瓜果长廊下，欣赏各色各样的瓜果，摘番茄、采马兰，

给向日葵浇水……；秋天，带孩子们到小菊园里赏菊，

到芭蕉树下看串串芭蕉，给刚下地的胡萝卜踩土，采摘

薏米，品尝芦粟……；冬天，孩子们在植物园里观赏落

叶的赤橙黄绿，在菜园里采荠菜，给菜苗捉害虫……。

幼儿教育不局限在课堂、课本中，生活经历和大自

然都是鲜活的教育素材。观察蜗牛、蝌蚪；采摘薏米、

向日葵等都能体会自然带来的瑰宝，这些都是在课堂当

中所不能够实现的。幼儿每一次与自然环境的互动，都

能够获得新的经验[2]。在蚕豆园写生时，妞妞最先发现

了蚕豆叶子的生长规律：蚕豆茎顶端的叶片是一对一对

生长的，顶端以下的叶片是交错着生长的。其他接下来

经过观察求证，发现每一株蚕豆上的叶子都是如此生长。

笔者灵机一动，启发幼儿观察蚕豆荚有什么不同，孩子

们陆续发现有的蚕豆荚里住着一个宝宝，有的蚕豆荚里

住着两个宝宝，有的蚕豆荚里住着三个宝宝。接下来有

个孩子摸着蚕豆中间的粗茎说，老师你看，这个杆有四

个面，孩子们听说，纷纷拨开叶片仔细地数起来。随即

又有孩子发现它是柱状的，用手一捏空空的。孩子们回到

班级之后，笔者又组织孩子们进行了讨论：植物的茎究竟

有哪些种类，散园时发放了观察记录表，请家长带着孩子

观察家前屋后植物的茎的种类并尝试记录它们的样子。

看似平淡无奇的写生活动，除了培养幼儿的精细观

察能力之外，还能够提升幼儿的理解能力以及对事物的

观察分析能力，帮助儿童从主观知觉向客观知觉发展。

2.创想植物，开发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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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创想园本课程开发与研究的过程中，我园本

着把植物身上的宝贝和艺术创造有机相融的理念，实现

从认识走向审美创造的转变。随着季节的变化，植物的

不断更替，通过活动让幼儿在与植物的根须、茎叶、花

果互动的过程中进行造型设计与创作，锻炼手指灵活性，

提高审美情趣，开发大脑创造潜能。

在“枯枝创想主题”活动中，全园老师带着孩子们

创作了几十瓶造型各异，别出心裁的盆景：蝴蝶登枝、

礼花绽放、孔雀开屏、腊梅迎春、铃儿响叮当……在

“山芋藤大变身”主题活动中孩子们脑洞大开动手制作

了藤帽、藤裙、藤饰等物件装饰自己，还情不自禁地开

始了T台走秀活动，模特味十足。一年来园里的教师围

绕种子、果壳（衣）、花叶、枯枝、根茎6个主题开展了

15次植物创想实践活动，创作了上千件手工作品。

孩子们在系列植物创想过程中欣赏别人的作品、创

作新的作品，老师听到了麦苗在滋滋拔节，蒲公英在噗

噗开花！

3.驰骋绿茵，生发毅力

2019年秋学期，我园成功申报“全国足球特色幼儿

园”。幼儿园建立了相对完整的足球课程体系，融足球操、

足球体能训练、足球小游戏为一体，确保幼儿每天足球运

动时间。每周外聘教练指导幼儿玩1个小时的足球，每次

结束前的对抗赛是孩子们的最爱，在一次次摔跤跌倒中孩

子们变得顽强勇敢，他们表现出来的团结合作、奋勇拼搏

的精神令人钦佩，他们的体质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4.玩转绘本，产生共情

《3-6岁儿童学习发展指南》指出，幼儿在社会领域

的学习与发展是不断完善并奠定幼儿健全人格的基础。

绘本丰富的画面更能激起孩子们的共鸣，开启观察之眼，

打开想象之门，催生语言之花，激发美好情感。

老师在指导阅读《鼠小弟的小背心》时，能抓住鼠

小弟的情绪变化引导幼儿猜测鼠小弟的心情，在背心不

断变换主人的时候能引导幼儿尝试运用商量的口吻去得

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感受同伴之间的友情。最后，当大

象把那件长得像围巾的小背心套在鼻子上邀请鼠小弟荡

秋千的时候，老师问现在鼠小弟快乐吗？他的快乐是谁

给他的？至此，孩子们在与绘本人物的对话中，在与同

伴的对话中，在与老师的对话中进行了移情体验和情感

熏陶，实现了文道合一的学习目标。

绘本进课堂、进区角、进家庭，让孩子们在充满想

象充满情趣的故事里发展语言，生长智慧，培养情感，

塑造美好人格。在绘本漂流阅读打卡活动中，家长和老

师见证了孩子们情感生长的点点滴滴。

三、生活课程——恒中锤炼

如果说特色课程是为孩子们精心定制的“营养餐”，

那么生活课程就是能让孩子们持续发展的“精神之钙”！

笔者通过分享日本幼儿就餐和自理视频，引发家长

热议和反响，家长积极尝试在家庭教育中给予孩子自己

的事情自己做的机会，逐步放手让幼儿自己穿衣、取餐、

分类整理、曝晒棉絮、运送垃圾、修理玩具等等。

在班级管理中笔者通过“生活小达人”积分打卡兑

奖活动，强化幼儿的行为意识。教师尽量兼顾到所有孩

子，保护孩子的自尊心，满足成就感。每攒到10分、20

分、30分……都可以带回班级给老师汇总，幼儿可以根

据自己所得积分卡的分值自主选择分值奖品内自己喜欢

的奖品。积分换奖品的评价形式实施了一段时间下来，

不但在孩子身上看到了变化，在家长身上也出现了奇效。

孩子们不但在幼儿园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回到家里也能

积极帮助家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扫地、择菜、整

理床铺……俨然成了“居家小能手”。农忙时节，孩子们

也能在收麦、晒麦、收油菜、打油菜、栽种山芋的过程

中得到锻炼，学到很多实践知识。家长们在积分兑奖活

动中，也是各显其能，每天都会抽出时间来指导幼儿参与

劳动，发视频至班级群分享，家长们的积极参与不仅仅是

对孩子们进步的肯定，更是对老师们的无比信任。在开展

“积分换奖品”的基础上，班级每月还举行一次“每月之

星”颁奖活动，学期结束的时候还会邀请家长到班级来参

加颁奖典礼。小小积分卡犹如一个个“发动机”，调动了

孩子们的积极性，挖掘了孩子们奋发向上的内在潜力。

作为成人，我们要把孩子看成是有能力的学习者，4

到7岁的幼儿完全有能力做更多具体的任务，尤其是农

村家庭大人在做家务、做农活的过程中完全可以邀请孩

子做小帮手，通过各种各样的劳动任务，让儿童走近自

然、积极劳动、直接感知、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

不同程度地获得相关经验。

四、结语

生存是人的第一法则，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无论

对于个体还是民族的前途，都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命题，

因此生存教育对于幼儿来说事关幼儿未来能否在社会立

足拥有一席之地；对于国家来说，生存教育是奠基工程，

事关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幼儿教师肩负着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使命，中国儿童未来能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成为时代的领跑者，要从我们这双推动摇篮的手开

始。总之，在幼儿的启蒙教育阶段，教师要依托多元课

程，修炼、涵养、锻造孩子的美好品质，提高孩子的生

存竞争能力，抹亮幼儿生命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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