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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本土的农村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建设
江苏省镇江新区石桥幼儿园 李海琴

我园地处农村，是一所乡镇幼儿园，

周边有着三千年历史的断山墩文化遗址

以及华山畿、华山庙会、华山太平泥叫叫

等省、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独具特色

的东乡美食文化。 这些散落的“文化名

片”造就了这片土地丰富的民间文化、纯

朴的民俗民风和厚重的乡韵乡情， 而这

些成为了我们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教

育资源。 绿色环保的生态农业，惟妙惟肖

的虎头鞋，古色古香的建筑物，脍炙人口

的乡村童谣，乃至田野上的一花一草，道

路旁的一木一石，都成了孩子们生活、学

习、游戏的大课堂。 因此，我们立足本土，

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乡土资源， 积极创

设环境，以游戏为幼儿的基本活动，在原

有的课程基础上不断摸索、创新，将乡土

资源、 本土文化有机地渗透进幼儿的一

日生活中， 让幼儿在生活活动、 游戏活

动、学习活动及运动中自主、自由、创造、

愉悦地游戏，求真、向善、尚美！

一、改造课程，有机融合
我们充分利用幼儿“通过直接感知、

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 的独特

认知，不断调整和实践课程资源，将本土

课程资源和原有的综合主题活动课程相

互融合， 基于幼儿一日生活， 体现游戏

性、主体性、开放性和综合性。

（一）游戏活动

幼儿园的区域游戏是幼儿游戏的一

个重要途径， 也是对幼儿进行个别化教

育的最佳手段。 因此，我园非常重视区域

活动的开展。 在区域游戏中，幼儿可以充

分发挥自主性，不断探索和体验。 我园独

特的地理位置和民俗民风使得园所周边

处处有“宝藏”，处处蕴含着游戏资源。 例

如，我们开展的“蔬菜变变变”游戏。 孩子

们在种植园中种植蔬菜、采摘蔬菜、认识

蔬菜、 挑拣蔬菜， 把蔬菜变成一枚枚印

章，把菜叶变成美丽的裙子，把菜花变成

富有个性的粘贴画。 在“五谷丰登”游戏

中，孩子们把橘子、香蕉、玉米、萝卜、白

菜、山芋、生姜、花生等水果和蔬菜，巧妙

地设计成孔雀、娃娃、刺猬、老鼠、白鸽等

有趣的形象。 孩子们的奇思妙想在区域

活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生活活动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主张“生活即教

育”。 随着教育观念的转变，我们重新认

识了生活、 游戏和幼儿园课程之间的关

系。 只有让教育回归生活，把游戏还给孩

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课程生活化、

游戏化。 我园根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精神，进一步

修订了幼儿在园一日生活作息时间表，

充分体现了以游戏为幼儿基本活动的理

念。 此外，我们还结合各年龄段幼儿的养

成教育目标， 征集了贯穿幼儿一日生活

的儿歌、童谣，汇编了《养成教育手册》，

使孩子们的一日生活变得更加有趣。 例

如，《节约歌》：“小水滴，一滴滴，汇成江

河千万里；小米粒，一粒粒，堆成粮食高

千米； 一滴水， 一粒米， 小朋友们要爱

惜。 ”幼儿在愉快的进餐过程中，不仅养

成了文明进餐习惯， 而且也懂得了要爱

惜粮食。

（三）学习活动

游戏化意味着游戏不仅是教学的手

段，而且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游戏和

教学一体化是将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与

教学内容相结合，从幼儿生活中来，又回

到幼儿游戏中去， 并在游戏和教学一体

化中实现整合，积累经验。 例如，在组织

大班艺术活动“有趣的线条”中，为了增

加活动的趣味性， 激发幼儿参与游戏的

兴趣，教师一改以往“一言堂”的教学模

式，积极引导幼儿参与活动。 幼儿通过小

组讨论， 决定以一名幼儿的身体外轮廓

为艺术创作的基础， 再运用线描的方法

进行装饰和创作。 通过观察、思考、讨论、

分组、合作，幼儿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人体

秀作品。 活动中，幼儿通过自主探索、自

由合作， 其创新能力和愉悦之情得到了

充分体现。 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孩子们

也许从头到尾都是在“玩”，但也正是在

“玩”的同时引发、支持并促进了他们的

学习活动。

（四）运动活动

我园充分利用本土资源， 因地制宜

创设出了各种有趣的运动环境， 开展了

形式多样、富有野趣的运动活动，进一步

丰富了幼儿的活动内容， 激发了幼儿的

参与兴趣。 幼儿园充分利用场地、器材，

创设了不同的运动区域， 改变了原有的

户外运动分区模式。 幼儿们打破班级界

限，自由结伴，自选内容，自主活动。 在独

立或合作运动的过程中， 幼儿们的自主

运动能力得到了提高， 每个幼儿的基本

动作、运动能力、个性等也得到了不同程

度的发展。 例如，教师结合乡村特有的铁

环、皮筋、竹竿、木桩等材料，自制了孩子

们喜欢的体育器械，开展了踩高跷、滚铁

环、跳皮筋等运动游戏活动。 幼儿们在活

动中玩得不亦乐乎，他们主动以大带小，

动作娴熟的教动作发展不熟练的。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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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游戏的开展， 既培养了幼儿参与运

动的兴趣，又锻炼了幼儿的身体素质，愉

悦了幼儿的情绪情感， 协调了幼儿的动

作发展，并最终促进了幼儿的全面发展。

二、创设环境，丰富活动
我园本着尊重幼儿、 为了幼儿全面

发展的原则， 努力营造立足本土的课程

游戏化环境，丰富幼儿的课程内容。

我们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能力水

平，充分利用走廊、活动室等空间，结合

创意美工和乡土资源， 引导幼儿和教师

们一起走进生活，自主观察、发现，以游

戏的形式在各班创设“本土游戏创意

区”。 例如，幼儿将生活中常见的豆粒、羽

毛、泥巴、毛线、纽扣、石子等低结构材料

进行想象和创造，变废为宝，制作出一件

件极富创意的作品。 教师和幼儿还结合

一些本土化民谣， 将生活中的一些文明

习惯编写成一首首通俗易懂、 朗朗上口

的童谣，在说说唱唱中传承本土文化，养

成文明习惯。 在建筑区，幼儿利用生活中

的废旧材料搭建出极具本土特色的华山

老街、断山墩公园、儒里祠堂等作品。 在

拼搭的过程中， 既加深了幼儿对本土建

筑的了解，又展示了幼儿的创意。 游戏为

幼儿提供了平等的表现机会， 让幼儿在

游戏互动中积极探索、主动活动，使幼儿

的能力、个性得到均衡发展。

我园创建并完善幼儿专用活动室，

满足幼儿自主操作、主动探索、交流创

造的需要。 如：完善幼儿图书室，丰富幼

儿图书（包括亲子自制图书），满足幼儿

开阔视野、求知善学的需要；建立网络

信息室，满足幼儿自主搜寻、了解信息

的需要；建立泥叫叫工作室，满足幼儿

发挥想象、大胆创作的需要；建立公共

游戏室，满足幼儿与人交流、同伴互学

的需要；等等。

我们对户外活动场地进行科学划

分，提供多样化的活动材料，有计划、有

组织地开展各项游戏活动， 以锻炼幼儿

身体，增强幼儿体质，发展幼儿体能，陶

冶幼儿情操，培养幼儿阳光、自信、坚韧

的游戏精神。 例如，幼儿在绿草地上自由

嬉戏，快乐玩耍；在塑胶跑道上走、跑、

攀、跳，自由自在；在沙水池中堆、垒、浮、

沉，多彩世界尽在手中；在小道上漫步，

花草树木，动静相宜，怡情悦性。

我们结合季节特点、 园所本土文化

特点，开展多样化的园定节日活动。 如：

读书节系列活动，包含幼儿图书漂流、亲

子自制图书、故事爸妈分享活动等；风筝

节活动，包含幼儿风筝描画、亲子自制风

筝、幼儿放飞风筝等；交换节活动，包含

幼儿玩具交换、互送祝福等；创意手工活

动，包含创新思维、多样作品等；亲子运

动会活动，包含幼儿全力以赴、家长奋力

拼搏、亲子默契配合；等等。 这些活动无

不勾画出一幅幅动人心弦的温馨画面，

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孩子不一样的风采！

三、整合资源，有序管理
我园立足本土， 充分挖掘和有效利

用幼儿园周边的人力资源、 自然资源和

社会文化资源，构建园本课程资源库，实

施有序管理。 如： 邀请专家来园指导活

动，引领课程建设的研究方向；走访华山

太平叫叫继承人， 让幼儿的创作更具乡

土气息；密切家园联系，让有特长的家长

参与幼儿园的课程建设活动。 此外，我们

还带领幼儿走出幼儿园， 到大自然中去

踏青、远足、赏花、挖野菜、捡落叶，感受

家乡的四季变化；带领幼儿走进社区，参

观断山墩文化遗址、华山村古建筑群、儒

里朱氏宗祠等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了

解家乡的风土人情；带领幼儿收集、整理

独具特色的民间游戏， 参观农家物品展

览馆，了解民间文化；等等。 我们在融合

了多样化课程资源的基础上，汇编了《东

乡拾趣》园本教材，让幼儿能更加了解家

乡、 热爱家乡， 并通过多元化的网络资

源，扩大沟通渠道，多方交流教育信息，

不断丰富课程资源。

四、合理评价，促进发展
我们提倡以研究的精神看待课程评

价， 并且把课程评价看作是课程游戏化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立足本土的课程

游戏化建设需要通过评价不断改进和完

善， 以达到接近课程建设目标的最佳教

育效果。 因此，我们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

紧扣 《指南》 和 《幼儿园工作规程

（2016）》的要求，检查和评估课程的教

育教学计划在目标、内容、实施方法等方

面是否合适； 及时记录幼儿在教育过程

中的行为反应， 并以此定期对照教育教

学计划中的预定目标， 检查和评估该目

标本身及所实施的教育内容、方法、手段

等是否合适； 定期检查和评估教师的行

为、态度，教师与幼儿的关系和互动方式

是否有利于课程教育目标的实现； 根据

《指南》 对各年龄段幼儿的具体目标，设

计出《幼儿发展测评表》，以评估幼儿身

心发展的整体性与均衡性，包括身体、认

知、语言、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内容，最

终促进幼儿阳光自信、纯洁质朴、健康快

乐地发展。

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建设似一缕春

风， 给具有丰富课程资源的农村幼儿园

带来了勃勃生机。 行走在课程游戏化建

设的道路上， 我们将本着传承本土文化

的理念， 让幼儿在立足本土的课程游戏

化建设中愉快玩耍，尽情绽放！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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