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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新中国幼儿园日常教学活动的描述可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作业教学、新时期的上课和教育活动、
新世纪的集体教学活动。改革开放前的作业教学是系统知识技能的教学，政治色彩浓厚，计划性强；新时期上课和教育

活动强调游戏教学和情境化教学，在做做玩玩中学；新世纪的集体教学是整合性的教学，生成性的教学，注重学习品质的

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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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教学是实现幼儿园教育任务的主要途径，幼

儿园教学在６０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其标

志是三个幼儿园教学纲领性文件的颁布，幼儿园日常教

学名称也几经变化，从作业教学到上课、幼儿园教育活

动，再到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名称的变化意味着观念

和行为的改变。通过对新中国６０年的幼儿园日常教学

活动的描述，以期展现幼儿园日常教学的原生态，探寻幼

儿园教学的发展轨迹。

１　改革开放前：作业教学
改革开放前，“作业”是幼儿园教学的代名词，与游戏

活动、日常生活、劳动等构成幼儿园教育和保育的手段。

作业有选修和必修之分，“必修作业是幼儿在教师领导之

下的集体学习，有明确的、同一的目标，即全班幼儿在一

定时间内，做同样的活动，内容一定是丰富、生动、可以吸

引幼儿的，并且是系统的、积极的。”［１］

１．１　注重系统知识、技能教学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幼儿园日常教学非常重视系统

知识与技能教学。如在汉语拼音教学中，儿童必须掌握

４００个音节，哈尔滨市尚志幼儿园为了让儿童掌握４００个

音节，首先把内容划分为两块：字母表和音节。在字母表

的教学中，首先教会儿童准确读字母名称，掌握字母表的

字符次序，认识字形，正确书写２６个字母，为学习４００个

音节打下基础。在音节教学中，教给儿童拼音的技能，使

儿童知道音节的组成，掌握拼音的规律［２］。在算术教学

中，１０以内的加减法从认识“３”开始，加减对应排列，这样

可使幼儿容易理解加减计算结果的关系。教材前后联系

较紧密，例如学习１后，从复习１再加１引出２；学习２以

后，从复习２再加１引出３等。这样可使幼儿容易理解与

掌握新的知识。每教一个数的加减法以后，就教幼儿初

步理解和掌握这部分的加减法表，以便在总复习时，对１０

以内的加减法更为熟练与巩固。在认识“１０”以内的数及

学会了１０以内的加减法后，就教幼儿认识元、角、分和尺、

寸。因为这些都是１０进的，它们在生活中的应用较广泛，

幼儿也较熟悉［３］。

１．２　注重思想政治教育

为保证教学思想的统一性，幼儿园统一采用统编教

材，作业内容来源于统编教材。在各科作业教学过程中，

紧密结合思想教育。如幼儿园的汉语拼音教学，既要完

成汉语拼音教学任务，同时要完成思想教育的任务。

案例１　哈尔滨道外公社第一幼儿园崔玉珍老师在

汉语拼音“ｚｈ、ｃｈ、ｓｈ”教学过程中是这样对幼儿进行思想

教育的。

上课了，孩子们复习了“ｚｈｉ．ｃｈｉ．ｓｈｉ”三个音节之后，

我说，“今年我省粮食获得了大丰收，还支援了其他省。”

我问孩子们：“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除了粮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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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丰收，还有什么也获得大丰收呢？’”（同时揭示蔬菜

大丰收的图片）孩子们回答说：“蔬菜也获得了大丰收”。

我启发孩子们观察图片说：“你们看，农民伯伯看到丰收

的蔬菜心里有多么高兴啊，你们看，他们种了这么多蔬

菜！这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出来的。”接着我拿出

“ｓｈū”教给学生读。在他们完全掌握了的时候，我对孩子

说：“农民伯伯的蔬菜种得又大又好，给城市人民吃，还给

我们小朋友吃。毛主席为了使全国人民吃得好，还号召

全国家家户户储藏秋菜。”下边我又教了“ｃｈǔ”这一音节，

叫孩子们比较“ｓｈū”和“ｃｈǔ”这两个音节的声母、韵母有

哪些相同，又有哪些不同。我又说：“小朋友响应了毛主

席的号召，拣菜帮，拣菜叶。”我又问：“家家户户为什么能

储藏那么多秋菜呢？”一个孩子说：“因为农民伯伯响应了

毛主席的号召，所以才家家户户储藏秋菜。”这个孩子回

答得不太完整。我又问另一个孩子：“为什么能储藏那么

多秋菜呢？”他说：“因为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农民

伯伯响应了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所以粮食蔬菜才获得了

大丰收。”这个孩子回答得很好，我说：“对了，是因为有了

党和毛主席的领导，那么毛主席的 ｚｈǔ这一拼音怎么写

呢？”我教孩子们学习了这个音节。当孩子们掌握了这三

个音节之后，又引导孩子们比较了这三个音节的声母、韵

母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为了体现孩子们对丰收的热爱和

适合幼儿年龄特征，我对孩子们说：“大家在毛主席的领

导下，获得了蔬菜大丰收，我们小朋友种的蔬菜也获得了

大丰收。现在下面我们跳一个丰收舞吧。”

为了使孩子们熟练地掌握音节，我又组织了课堂练

习。在课堂练习中，让孩子们用音节造句，我问“小朋友

都爱毛主席，你们怎么爱毛主席？能造一句话吗？”有孩

子说，“我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主席

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照到我们就健康。”［４］

１．３　注重教学的计划性

幼儿园作业计划性非常强。每日作业按照作息时间

表严格执行。作息时间表对小、中、大班作业的科目、作

业的次数以及作业开始时间、结束时间都有明确规定。

幼儿园每日作业持续的时间为１个小时左右，从上午９点

左右开始，１０点左右结束。小班每天有１次作业，时间为

１０～１５分钟。中班每天有２次作业：第１次作业２０分

钟，第２次作业１５分钟。大班每天有２次作业，每次２０～

２５分钟。中大班２次作业时间，有１０分钟的休息。无论

是哪一班，都必须充分利用作业时间，既不能缩短，也不

能延长［１］。

教师必须在教学中表达出教材的精神。教材中教学

要求非常具体，教师必须严格执行。南京师范大学学前

教研室１９６０年编的《幼儿园美工教材》就明确提出了在

教小班儿童画圆形物体时的具体教学建议：要求在画小

朋友时，头是圆的，下面是长圆的身体，身体两旁是长长

的手臂，身体下面有长长的两条腿。中班教小朋友画房

子时，教养员可启发儿童先画一条长长的地平线，然后确

定屋顶的位置，墙要画得较高些，在墙上画一条横线，表

示楼的层数，画门窗时最好先画中间的，然后画两旁的。

这样可以使儿童画得对称、均匀、整齐、美观［５］。教学过

程中严格按照复习导入、授新、练习巩固、总结几个阶段

实施。教师的教学语言和提问、孩子的回答都按照计划

进行，如有不同，教师也会重复或者反复发问，直到有满

意的答案为止［４］。

２　新时期：上课和教育活动
新时期幼儿园教学指１９８１～２００１年。这一时期的教

学工作重心之一就是纠正文革期间幼儿园教学“小学化、

成人化”，恢复正常教学。此间，幼儿园教学名称发生了

两次变更，８０年代称之为“上课”，９０年代称之为“教育活

动”，但不管是“上课”还是“教育活动”，都强调以游戏为

基本活动方式。幼儿园的教学也日趋多元，游戏教学、情

境教学、做做玩玩是此时期教学的主要特征。

２．１　游戏教学

《幼儿园教育纲要》指出“幼儿园的上课以游戏为基

本形式”，《幼儿园工作规程》则提出“以游戏为基本活

动”［１］。

案例２　叙永县东城幼儿园杨志珍老师就以游戏的

方式组织了一堂“得数是４的加法”大班计算课。为了上

好这堂课，杨老师准备了“一个小皮娃娃，猫、兔、公鸡等

动物图片各８张（背后有得数是２、５、４、的算式），锁模型、

钥匙模型２０把（背后算式同动物图片），房子模型３座，

分别标上２、３、４作门牌号，１～４的数字帖绒卡片若干，小

红花每个幼儿５朵”。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了３个游戏教

授新课，分别是“森林小动物玩游戏、救小动物、打鼓摆

花”游戏，后又利用“送小动物回家”的游戏巩固新课。

２．２　情境教学

在大班舞蹈教学中，徐群老师创设４个情境，采用口

诀与故事情节相结合的形式引导幼儿学习舞蹈的基本动

作：“春天到了，一位小姑娘（出示小姑娘贴绒图片）高高

兴兴地来到小溪边，看到水里有几块石头，她轻轻地跳过

去。因为石头不大，她只能站一只脚，另一只脚就用脚尖

点在旁边，她还高兴地边跳边说：“跳点、跳点……”（老师

示范跳点步）现在请小朋友学习小姑娘在石头上跳舞的

动作（幼儿原地练习跳点步）。小姑娘来到草地上真高兴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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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碎步自转一周，表示高兴）。这时唐老鸭非常有礼

貌地请小姑娘到他家里作客，看，唐老鸭是这样邀请的：

“开门”、“请进”、“小姑娘好！”（教师示范踏点步动作，

“开门”一脚横跨半步，“请进”另一脚在其后点一下，同时

双腿微微一弯曲，“小姑娘好”脚不动，手作邀请状。）我们

向唐老鸭学习，来邀请别的朋友作客（幼儿练习踏点步）。

小黄鹂鸟也飞来和大家一起跳舞。唐老鸭虚心地边学边

跳，嘴里还念着动作口诀“脚跟，脚尖，飞呀飞”（教师示

范……踵趾步动作：一脚向前半步，脚跟落地，再向后，脚

尖落地，然后走碎步，手作鸟飞状）。小猫、小鸭也来了

（教师示范并与孩子一起复习跑跳步）［６］。

２．３　做做玩玩学画画

做做玩玩是幼儿美术教育中不可少的一部分，极大

地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如：做“降落伞”，当孩子们走进

教室，看到桌上放了许多制作降落伞的材料，个个小脸上

都显出惊奇的神色，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要做什么。

这时老师出示已做好的降落伞，高兴地说：“今天老师带

来一样玩具，你们看是什么？”孩子们欢快地齐声说：“降

落伞。”个个小眼睛里流露出羡慕的神情，老师正要教的

变成了孩子们想要做的。老师抓住这一良好时机说：“我

们每个小朋友都来做一个降落伞，你们高兴不高兴？”“高

兴！”孩子们产生了想做玩具的强烈欲望，个个跃跃欲试。

幼儿在看老师示范时，注意力很集中，小眼睛专注地看着

老师做的每一个动作。在他们做的过程中也很认真，个

个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当孩子们看到自己做的和老师

做的一样好看时，欢快地拍起了小手。做好后老师和小

朋友一起玩“小伞兵”的游戏，当降落伞从半空中缓缓飘

下时，五彩斑斓，真是好看极了，孩子们拍手欢呼，整节课

始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７］。在幼儿园泥工教学

中，教师先引导幼儿欣赏泥塑作品，然后捏塑几个给幼儿

看，让幼儿玩玩泥土，和老师一起搓搓团团，使幼儿熟悉

粘土的性能，引起兴趣［８］。

３　新世纪：集体教学活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以终身教育的视野审视幼儿

园教育，认为“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其目的是为幼

儿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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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新世纪幼儿园教学强调教学的整合性和生成性，注重

幼儿良好品质的培养。

３．１　整合教学

整合性是此时期教学活动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整合

性包括教学活动目标、教学活动资源以及活动方法、形

式、手段的整合。具体的教学活动目标是多领域、多维度

的有机整合，如大班故事活动《六个矮儿子》的教学目标

“仔细辨听故事，在判断、推理中知道六个矮儿子不同的

生活方式；懂得自己长大了，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愿意尝试着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对故事内容的理

解”，既考虑了社会性、语言、思维等方面的内容，又考虑

到幼儿认知、情感态度、能力等多方面发展需求，具有整

合性。教学活动资源包括教学内容资源和教学场地资源

以及教学人员资源。新世纪幼儿园教学的教学内容不再

单一地来源教材，“大自然、大社会”成为活的教材。教学

活动场地不再局限于幼儿园的活动室，大社会、大自然成

了教学活动的场所。教学不再是教师和幼儿之间的一种

双边活动，家长、社会人士都可被邀请到幼儿园参加幼儿

教学活动，与幼儿进行互动。如，在中班科学活动《有趣

的蚯蚓》中，教师先让幼儿观看蚯蚓的视频，初步了解蚯

蚓的生活习性，然后让幼儿自由选择挖蚯蚓的工具到户

外挖蚯蚓，观察蚯蚓并画蚯蚓［９］；实现了教学场地资源的

整合、方法和形式的整合。

３．２　生成教学

生成教学是新世纪幼儿园教学的最强音。在访谈

中，幼儿园于老师讲述了一个完全生成教学的故事：“有

一次，我上午上班，在去幼儿园的路上，路过农贸市场，我

在集市买了一些活泥鳅，用桶子装着，作为中午的晚餐。

到了班上之后，我怕孩子看见，就用一块布盖着，然后把

桶子放在活动室的一角，准备组织活动。没想到，孩子对

那桶子很好奇，问我，‘那桶子里装着什么？为什么要盖

起来？’有些孩子干脆凑过去，掀开盖子，想看个究竟，对

我原先设计的活动根本不感兴趣。我见孩子们的兴趣在

我的泥鳅上，就干脆把盖子掀开，让孩子看我的泥鳅，让

他们去摸一摸，抓一抓，然后说一说，画一画。”［９］

大班艺术活动《我变我演我快乐》就是一个典型的部

分生成的活动。在活动中，教师仅仅预设了几个提纲性

的问题，活动进程全由孩子把握。首先以提问的方法导

入活动，问幼儿：“你们喜欢《超级变变变》这部电视剧

吗？”根据孩子的回答，教师抛出主题，出示活动材料废旧

报纸，问幼儿“表演需要什么？我们可以把报纸变成什

么？”让幼儿自由思考，自由表演。幼儿表演完后再提问：

“你们喜欢谁的表演，为什么？如果全班一起表演，可以

增加哪些角色？”［９］至于孩子表演什么节目，谁扮演什么

角色，孩子表演的效果如何，孩子如何评价自己的表演，

教师都没有做预设，而是在孩子的讨论和活动中生成，教

师在活动过程中针对孩子的表现不断调整活动内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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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活动层次清晰，环环相扣，促进了幼儿在最近发展区

的发展。

３．３　品质教学

所谓“学习品质”，主要指学习态度、行为习惯、方法

等与学习密切相关的基本素质。主要包括“好奇心、兴

趣、求知欲、专注、不怕困难、乐于探究、想象等态度和行

为习惯；观察、动手操作、分析、比较、归纳、猜测、推理、表

达等方法。幼儿园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幼儿

园教学应着眼于幼儿的可持续性发展，着眼于良好学习

品质的培养。

４　结　语
幼儿园教学已走过 ６０年春秋，从日常教学活动来

看，经历了从重视系统知识技能的教学到重视学习品质

的培养；从重视幼儿园教学作为小学教育的准备到重视

幼儿园教学作为终身教育的奠基；从以间接的知识经验

作为教学的逻辑起点到以儿童的兴趣需要作为教学的逻

辑起点；完成了从远离儿童的思想政治教育到与儿童发

展密切相关的品质的培养的转变；从教学的计划性到教

学的生成性。但也体现出一定的共同性，如重视教学的

直观性，尽管直观的形式不一样；教学都烙上时代的

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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