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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园

□本报通讯员 赵维维

每年，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都会有一场艺术盛宴，那就是一年

一度的毕业生作品展。令人意外

的是，今年的展览有些不一样，里

面竟有不少作品出自杭州市西湖

区转塘幼儿园大班幼儿之手。

孩子们的作品为何会出现在

大学毕业展上？“幼儿园与中国美

院象山校区相距不到300米，步行

至浙江音乐学院仅需8分钟，附近

还有凤凰创意园区和象山艺术公

社……”园长李芳介绍，凭借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该园近年来将这

些艺术资源融入幼儿园艺术课程

之中，探索并实施了“萌艺启智”园

本课程。“我们期待通过园本课程，

让孩子们拥有发现美的眼睛，保持

艺术想象的热情，生成创意表达的

能力。而此次参展中国美院毕业

展的‘萌童设计馆’系列作品正是

源于这一课程。”

据了解，因为该园多数幼儿家

住中国美院周边，他们从小浸润于

艺术氛围中。看艺术展已经成为

孩子们最平常的事，尤其是在中国

国际设计博物馆入驻中国美院之

后，他们能够参观的展览越来越

多。一次，该园大一班幼儿在观赏

“当代欧洲优秀海报设计作品展”

时，被一幅幅色彩对比强烈的作品

吸引住了。“班里的孩子大多对色

彩有过探索。”教师俞雯结说，孩子

们对色彩的探究欲望，引发了中国

国际设计博物馆儿童工坊王夢佳

的关注。由此，“懂孩子”的幼儿园

教师和“懂艺术”的美院教师共同

携手，引导孩子们开启了一场色彩

探索之旅——“萌童设计馆”项目

活动。

为了让孩子们深度参与其中，

俞雯结和王夢佳尝试让孩子们先

从认识色彩开始。比如：根据色环

让孩子们对比相近色，开展色卡游

戏；或是结合大师作品，寻找相近

色；或是让孩子们在同一色系中，

根据颜色深浅进行排序等。“很多

孩子都能通过观察、对比、分类等

方式对色彩进行简单的分析，但欣

赏名画这种方式对孩子来说显得

有些单一，也不太贴近他们的生

活。”俞雯结说，“萌艺启智”园本课

程强调幼儿在课程活动中的自主

性，因而“萌童设计馆”项目活动更

多地是引导孩子们进行自主探究。

于是，孩子们自主选择了喜欢的色

卡，并根据色卡的颜色对应着寻找

生活中的物品，进行分享和讨论。

之后，孩子们把生活用品、玩

具、文具等物品收集起来，进行色

彩拼贴游戏。孩子们的作品越来

越丰富，对作品的欣赏和解读也有

了更多元的方式。比如：有的孩子

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材料，利用

拼贴画的方式设计独特的图案；有

的孩子通过流体画、湿拓画，发现

了更多色彩的奥秘。最终，孩子们

在王夢佳的指导下，把自己创作的

色彩主题作品印在衣服上、鞋子

上、帆布包上，并作为展品在中国

美院象山校区毕业展上亮相。“这

次毕业展专门给孩子们留了一个

展位来呈现‘萌童设计馆’系列作

品，孩子们根据以往看展览的经

验，一起讨论、设计了布展图，还参

与了整个布展过程。”俞雯结说。

“这样的项目活动在利用周边

艺术资源的基础上，引导幼儿发现

艺术来源于生活，也能服务于生

活。”在李芳看来，从“走出去，带着

孩子看展”到“请进来，专业教师来

引领”再到“走出去，到美院办个

展”，“萌童设计馆”项目活动真正达

成了“萌艺启智”园本课程的目标。

这些孩子在中国美院办了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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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炬

近日，在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

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提出2020年将再创建

3000所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试点推广全国足

球特色幼儿园游戏活动指南和足球特色幼儿园

项目管理平台，加大科普动画片宣传力度。此

外，组织幼儿足球专家委员会调研摸底足球特

色幼儿园工作情况，不断提升足球特色幼儿园

管理水平，纠正当前一些幼儿园存在的违背幼

儿身心发展规律的不切实际的做法。

发展足球特色幼儿园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题

中应有之义。2019年3月，教育部决定开展足球

特色幼儿园试点工作，遴选建设3570所足球特

色幼儿园。考虑到幼儿的身心特征，幼儿足球

并非是一种竞技活动，而是一种特色游戏，旨在

培养幼儿对足球的兴趣。基于此，从何处着手、

发力推进足球特色幼儿园值得思考。笔者以

为，以下五个方面需要引起关注。

一是要把足球游戏当作一门课程来开发。

足球进幼儿园是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进”就要做到“进得去，留得住，学得

好”，让足球成为发展幼儿素养的重要载体。因

此，这就需要幼儿园对足球游戏课程的性质、内

容、计划、实施途径等进行科学地规划。课程规

划既是对足球进幼儿园的规范，又是教师施行

课程的依据。在国家还未出台相对统一的课程

之前，有条件的幼儿园可以先试先行，组织具有

相关经验的教师，并引进业界专家，逐步开发足

球游戏课程。

二是要做好场地规划。足球游戏需要多

大的场地？场地要铺设哪些防摔、防滑设施设

备？需要做好哪些急救辅助设施？……在足

球进校园之前，幼儿园要提前做好硬件设施上

的准备。

三是要做好足球游戏与幼儿园其他课程

的有机融合。足球游戏作为一门新开发的课

程，要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融入幼儿园的

日常教育教学之中。不论是课程活动、课时安

排，还是师资配备，都要进行综合考虑。

四是做好师资培训工程。校园足球教师、

教练员短缺是制约足球进幼儿园持续发力的

主要阻力。一方面，幼儿园要挖掘有潜力的教

师，给其提供有效的培训；另一方面，幼儿园要

想方设法引进足球专业教练员，助力足球游戏课程的开发

与实施。

五是做好资金供给工作。不论是课程开发、师资队伍建

设，还是设施设备配备，都需要资金来支撑。因此，各地政府

部门、教育行政部门、体育部门要形成合力，为发展足球特色

幼儿园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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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通讯员 梅春晓

“课程改革本身最重要的，就

是促进儿童的发展。”温州市学前

教育指导中心主任陈苗介绍，早在

2013年，温州就开始试水幼儿园课

程改革，部分幼儿园在实践中逐渐

形成了游戏化课程、生活化课程、

综合性课程三大课程体系。

2018年，温州市教育局下发

《关于全面推进幼儿园课程改革的

实施意见》，标志着该市学前教育

改革进入了有序发展的快车道。

目前，第一批课程改革样本园共有

60所。2020年开始，该市将以“样

本园带动课改园”的方式，推动区

域内幼儿园共同发展。

“近年来，区域推进幼儿园课

程改革持续发力，始终坚持自上而

下的课程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

一线实践相结合的行动路径。这

次，针对幼儿园及教师在课程建设

中遇到的现实难题，教育部门牵头

组织了这场研讨会，试图寻找解决

策略。”陈苗说。

聚焦：课程实施怎样守住“儿童立场”
过去7年，温州不少幼儿园都

在探索儿童自主游戏。与传统游

戏不同的是，其倡导孩子是游戏的

主人，玩什么、怎么玩、和谁玩都由

他们自己决定；教师则是以孩子的

“生长点”、兴趣点为基础，探索游

戏课程化的实践经验。

例如，“温州游戏”模式的实

践。温州市第十五幼儿园以“藤”

为特色，就地取材，用竹篱笆、稻草

等乡土元素开展“农家体锻”活动；

温州市龙湾区第一幼儿园创新开

设了资源丰富的材料超市，里面既

有木、石等材料，还有废弃物品供

幼儿自主选择，孩子们在创意游戏

中获得发展。

在温州课改精神的影响下，越

来越多的教师开始俯身了解儿童

的兴趣和需要，努力让“儿童立场”

成为课程建设的起点。然而，在课

程实施过程中如何真正站在“儿童

立场”，依然是大多数教师的困惑。

“事实上，课程建设是一个研

究、探索、反思的过程，也是一个不

断向儿童靠近的过程。”研讨会上，

温州市瓯海区第一幼儿园园长程

艳艳分享了该园的“悠然生活”课

程，它由基础性课程和特色课程两

大板块构成，特色课程尤其突出了

“让孩子站在自己的游戏场”的教

育理念。

在该园，孩子们有一份专属的

自我管理培养手册——《小蚂蚁的

美好生活》。“这份手册是由孩子们

自主设计的，从入园开始，到之后

的午餐、午睡、离园等各个环节的

规则都由孩子们自主提议、集体讨

论制定的，并以绘画的方式记录。”

在程艳艳看来，这份手册凸显了让

儿童成为在园一日生活主人的理

念，也在提醒教师，让教育回归生

活、回归儿童本质。

反思：生成课程怎样做价值判断
一日生活皆课程，抓住哪些契

机才能助推儿童的学习与发展？

课程中，儿童自发要做的事，教师

是否都需要给予支持？对于课程

中不断生成的活动，教师如何做价

值判断？……在现场，不少教师发

出了这样的疑问。

瑞安市滨江幼儿园教育集团

的教师们以“紫荆花”园本课程为

例，认为课程审议是解决这些问题

的有效手段。“我们成立了课程研

发与指导小组，专注于做课程前的

审议和课程后的审议。同时，教研

组组长也会带领全园教师做课程

审议，并且不定期组织教师做班本

课程或游戏故事汇报。”园长姚晓

静说。

温州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李

娟指出，教师们在课程审议过程中

往往容易走进一个误区：“现实中，

课程审议更多地指向于内容。经

常有教师说，自己找到了儿童的

‘生长点’。然而，这是真正的发展

契机，还是追随儿童兴趣的表面现

象呢？”为了帮助教师们厘清课程

审议的这一关键问题，她建议，“生

成点”不应该只是跟随儿童的兴趣

横向生成的表面内容，而是应该基

于儿童认知发展纵向生成的核心

经验。

实践：不同课程之间怎样融合
“只有适合的课程，没有最好

的课程。”陈苗认为，实现课程适宜

性的关键是课程园本化。据悉，这

次温州市幼儿园课程改革更重视

温州本土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资

源的利用，引导各级各类幼儿园形

成园本化课程。

基础性课程、特色课程、园本

课程……对于许多幼儿园来说，不

同课程之间所呈现的状态常常是

“联结”，而非“融合”。那么，如何

做到真正的融合？

自2012年开始，瑞安市第三

幼儿园的教师团队便致力于研究

幼儿园科学启蒙教育，逐步构建

了以科学为园本特色的“蒙芽”课

程。教师们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发

现，“蒙芽”课程与基础性课程之

间互不兼容，甚至出现同一主题

重复实施的现象。仅是光影主题

活动，两种课程在大、中、小班三

个不同阶段均有涉及，就连活动

形式也十分雷同。面对互相割裂

的两种课程，教师们开始反思：立

足儿童，如何对“蒙芽”课程中的

科学活动和教材中的主题活动进

行有效融合？

于是，该园教师开始针对性地

研究0~6岁婴幼儿发展敏感期和

3~6岁儿童的年龄特征，摸透儿童

的发展规律。渐渐地，教师们的儿

童观发生了改变，他们意识到儿童

天生就具有科学家的素养，不仅拥

有好奇心、观察力，而且善于建立

联系、提出假设、反复试验等。为

此，该园梳理了幼儿应具备的科学

素养，并最终提炼出了教师们能够

对照参考的幼儿科学素养体系。

凭借着这份体系表，该园顺利实现

了课程整合。

“像瑞安市第三幼儿园一样，

许多加入课程改革的幼儿园都在

用行动证明，课程是做出来的。”陈

苗说。

幼儿园课程改革越深入，遇到的难题是否越来越多？日前，聚焦幼儿园在课改实践中遇到的难点和痛点，温州

市召开有关课改的专题研讨，共同探讨——

让课程改革回归儿童，路在何方？

“无腊味，不新年”，义乌市国贸幼儿园的
孩子们这两天忙着制作香肠，以此迎接新年
的到来。据了解，该园最近开展了“年味”主
题活动，教师带着孩子们一起探索中国的传
统美食。

（本报通讯员 朱晶晶 摄）

做腊味做腊味 迎新年迎新年

“烫伤”“噎着”怎么办？

听听小朋友们怎么说

本报讯（通讯员 冯丽青）日前，义乌市佛堂镇幼儿园大班幼儿

以情景剧的方式，将幼儿常见意外伤害事故的应急处理方法与预防

措施演绎出来，为全园幼儿普及救护知识。

“烫伤”“噎着”“扭伤”……这些平时常见的意外伤害，该园小朋

友们通过情境表演、儿歌朗诵、现场解说等形式悉数呈现。比如：

针对受伤出血，孩子们演示如何正确止血并用绷带包扎；针对异

物卡喉，孩子们边讲解边展示海姆立克急救法的规范姿势；针对

溺水，孩子们用一首儿歌来提醒同伴，不要随便下水、不擅自施救

等。“原来，扭伤了不能用热毛巾敷，而是要用冷毛巾敷伤处；烫伤

了也不能擦牙膏，而是要用冷水冲。”园长朱苗清说，不少孩子观

看了情景剧之后，意识到家长日常中有一些应急处理方法是不正

确的，“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将这些‘收获’带回家，与家长一起分享

安全知识”。

日前，缙云县实验幼儿园里来了一名交通警察，她采用游
戏化的教学方式教孩子们认识交通标志、学习交通规则。图为
孩子们在交警的指导下指挥“交通”。

（本报通讯员 马春霞 杜益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