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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教育应遵循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规律,以生活为载体,将教育有机融入生活：“一日活动”与生活教育有机

融合,“生活即教育”亲历自然课程；“主题活动”与生活教育三维整合,“教学做合一”有效熏陶感染；“区域设计”与生活

教育无痕渗透,“社会即学校”提升感知品位；教学中以游戏为幼儿基本活动,把探索、操作、实践作为幼儿学习主要方式,

克服幼教“小学化”倾向,增强幼教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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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1]要求幼教工作

者树立“一日生活皆课程”的教育理念,综合利用幼儿一日

生活的各个环节实施教育,达成课程目标。幼儿园要贯彻《指

南》,倡导陶行知“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社会即

学校”理念,幼儿教育应遵循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规律,

以生活为载体,将教育有机融入生活；教学中以游戏为幼儿

基本活动,通过个别活动、小组活动、集体活动、区域活动

有机融合,把探索、操作、实践作为幼儿学习主要方式,克服

幼教“小学化”倾向,增强幼教实效性。要通过一日游戏化

生活与学习,有机融入各领域的启蒙知识,促进幼儿在各领

域的学习与发展[2]。 

在幼儿园里,教师要把各种生活、游戏与教育活动有机

融合,通过形式多样的游戏活动,开展一系列综合性主题活

动、方案活动、单元活动；开展有目标指向的特定领域的集

体、小组教学活动；在幼儿一日的学习与发展每个环节与细

节中寻找教学契机,对幼儿一日活动整体设计,有效贯通,形

成良好的教育生态,促进幼儿愉快学习,健康成长。 

1 生活教育与“一日活动”有机融合 

“一日活动”与生活教育有机融合,倡导陶行知“生活

即教育”理念,让学生亲历自然课程。 

幼儿园一日生活是构成幼儿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幼儿每天都会从各种必不可少的日常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掌

握很多最基本的生活经验,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发展德智

体美等方面综合素质。 

新《纲要》指出,幼儿园教育活动内容的选择应“既贴

近幼儿的生活来选择感兴趣的事物和问题,又有助于拓展幼

儿的经验和视野”,幼儿园教育活动内容的组织应“充分考

虑幼儿的学习特点和认识规律,各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

相互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游

戏之中”。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决定了教育的生活化,

学前儿童教育坚持保教并重原则,幼儿的在园学习总体上以

生活化的学习、游戏化的教育而呈现。幼教工作者应把幼儿

日常生活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寓教育于儿童一

日生活之中。应把各种教育目标与儿童一日生活紧密联系,

从儿童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挖掘教育资源,富有成效地开

展针对性教育活动,发现并实现教育价值[3]。 

2 生活教育与“主题活动”有效整合 

“主题活动”与生活教育三维整合,倡导陶行知“教学

做合一”理念,让学生有效熏陶感染。“教学做合一”是教育

法的提炼,也是生活法的过程,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

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劳动人民的生活、生产过

程就是幼儿所能达到的求知过程。 

2.1“主题活动”体现生活教育三维目标 

依据《纲要》中“幼儿园教育的内容是广泛的、启蒙性

的”,涵盖健康、社会、科学、语言、艺术五大领域,“各方

面的内容都应包含知识技能、情感态度、活动方式方法等多

方面的学习”。 

2.1.1健康主题活动 

健康主题活动主要有小小竞技赛、足球俱乐部、快乐游

戏节等活动,旨在发展幼儿的合作能力,让幼儿体验共同游

戏的快乐。 

2.1.2社会主题活动 

社会主题活动是指“亲社会”相关活动,旨在通过主题

活动的形式,让幼儿积累关爱、分享、合作等亲社会经验,

萌发幼儿的亲社会情感,促进幼儿自我行为、关系行为、利

他行为和利社会行为等四类亲社会行为的养成。与新教材融

合的主题活动已近13个。 

2.1.3科学主题活动 

科学主题活动含科技普及和创意主题活动,主要有创意

区域活动、淘宝乐主题活动、科技节活动等创意活动,旨在

通过做做、玩玩、演演,让幼儿体验分享与合作的快乐,发展

幼儿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培养幼儿初步的环保意识。 

2.1.4语言主题活动 

语言主题活动包含听方言故事、学习普通话、朗诵诗歌

等等。听方言故事内容有：《三只小猪》(粤语)、《交通安全

歌》(湖南方言)、RAP(四川方言)、《大话西游》(河南方言)； 

学习普通话舌头操——学习饶口令：一面小花鼓,鼓上画

老虎。宝宝敲破鼓,妈妈拿布补,不知是布补鼓,还是布补虎。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8 期◆版本 1.0◆2019 年 8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9 

Education research 

2.1.5艺术主题活动 

文化艺术主题活动是指以民族文化“面塑”为载体的系

列活动,主要包括面塑区域活动、小泥屋主题活动、面玲珑

社团、面塑文化节等,旨在让幼儿感受“面塑”文化的魅力

和乐趣,愿意与同伴共同使用材料,合作完成作品,分享自己

的想法和劳动成果。 

2.2“主题活动”与生活教育三维整合 

幼儿园教育活动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幼儿开展生

动、活泼、主动、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从广义上来讲,幼

儿园一日生活中,能促进幼儿各方面发展的、具有教育作用

的活动都可以成为教育活动。它具有整合性、生活性、趣味

性、动态性特征。 

遵循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整体性规律,最重要的是应尊重

幼儿教育的生活与游戏特征。幼儿的生活与游戏具有天然整

体性,不宜生硬地区分为“语言”的生活、“科学”的生活、

或“艺术”的生活等,要注重真实而自然地把各领域知识融

合入幼儿一日生活中,强调自然,突出整合。比如在家庭中,

当家长和幼儿一起做游戏时,一起选择、讨论游戏项目时,

就突出幼儿的健康、社会、科学、语言、艺术等五个方面的

学习。有鉴于此,要家、园携手,一体化设计幼儿的共同生活

或游戏,帮助幼儿综合地学习多个领域内容,实现《指南》所

要求的综合目标。 

3 生活教育与“区域设计”无痕渗透 

教学“区域设计”包含教室自然角、社区公园、郊区农

场等等生态自然区域,“区域设计”与生活教育无痕渗透,

倡导陶行知“社会即学校”理念,让学生提升感知品位。 

区域设计是幼儿园一日活动中重要的教育形式之一。是

幼儿一种重要的自主活动形式,要根据幼儿发展需求和主题

教育目标,创设立体化育人环境。要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

有效运用集体、分组和个别相结合的活动形式,促进幼儿在

学习、生活和游戏中自主选择、合作交往、探索发现。 

3.1多领域整合活动内容 

区域主题活动内容往往涉及不同学科领域,区域活动灵

活多样的组织形式与丰富多彩的学习内容,能有效弥补集体

教学的不足,实现集体教学、小组活动和个别活动三者的有

机有效结合,给孩子创造多种表达的途径,为幼儿提供自主、

宽松的学习环境,提高孩子学习的质量。同时,亦有利于教师

观察和评估幼儿发展,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优化主题活动

设计与组织。 

3.2利用外部资源创设生活教育 

幼儿园适宜性环境及其创设的含义不仅仅局限于幼儿

园内部,幼儿园是承担一定社会职能的、开放的社会公共机

构,其教育资源也应当拓展至幼儿园所处的社区及幼儿家庭,

如社区公园、郊区农场等等,要利用社区和家庭资源来创设

教育环境,进而为幼儿创设一个全方位的发展环境。 

“社区+”幼儿园课程在目标上强调立足于幼儿生活,

更加关注幼儿经验的连续性,希望通过与社区的合作为幼儿

提供一个更适宜的发展环境,让幼儿成长为自主自信、乐于

探索的全面发展的个体。在课程内容上,通过挖掘社区资源

来为幼儿设计出灵活生动富有创意的教育活动。吸收社区教

育活动所取得的有益经验并结合幼儿园发展实际,逐步建立

以“自然情感教育”、“公民意识萌芽”为主要内容的社区特

色课程,为幼儿提供了拓展生活经验的机会。 

《指南》的“说明”中明确指出:“幼儿的学习是以直

接经验为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最大限度地

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

验的需要”尊重幼儿的学习方式,创造一个充满爱和尊重的、

富于理解和激励的、宽松而安全的、积极互动的环境,引导

幼儿在生活与游戏中快乐地动手动脑、感知体验、交往合作、

探索创造,是保证幼儿学习的最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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