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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研究

园本课程资源开发乱象批判与治理

黄小莲Ｓ 周 丽
２

（ １ ． 杭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

２ ． 杭州市滨文苑幼儿园 ， 杭州 ３ １ １ １ ２ １ ）

摘要 ： 作 为 园本课程建设的 源 头 活水 ， 课程资 源 的 开发利 用 备受 幼 儿 园 实 践 瞩

目 。 但 园本课程资 源 开发存在盲 目 追风 ， 缺乏适宜性判 断 ； 蜻蜓点水 ， 缺失发展逻

辑 ； 浪 费严 重 ， 缺 少 多 向度转化 的 淤塞乱象 。 治理淤塞乱象 ， 要以促进儿童发展为

疏波之道 ， 明 确 园本课程资 源 开发的价值立场 ；

以道驭术 ， 从 因地制 宜 筛 选课程资

源 ， 量体裁衣转化课程资 源 ， 因 势利 导提升教师课程资 源 开发能力 三个方 面分别提

出 治理之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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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园本课程建设的源头活水 ， 课程资源的

开发利用备受幼儿园实践瞩 目 。

“

互联网 ＋
”

的

时代 ， 从传统的 自然 、 社会资源到新兴的跨越时

空的 自媒体网络资源 ， 从物质层面显性资源的开

发利用再到对人际层面动态隐性资源的识别 ， 课

程资源 的边界
一再被突破 ， 未来将演变无限可

能 。 课程资源开发的广度决定园本课程内容的丰

富程度 ， 而课程资源的利用水平又决定课程 目标

的实现程度 ， 课程资源开发在园本课程建设中的

重要性可见一斑 。 然而 ， 园本课程资源开发在铺

天盖地的学前课程改革的时代诉求中却出现了一

些剪不断 、 理还乱的现象 ， 与课程资源开发利用

的初心渐行渐远 ， 实有匡正的必要 。

一

、 园本课程资源开发的
“

淤塞之症
”

幼儿园有教师课程指导用书 ， 但没有全国统
一

的教材 。 园本课程建设的 自 主空间一直都 比中

小学大 ， 园本课程开发的兴起是追随我 国新一轮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 了 国家 、 地方 、 学校三级

课程管理模式 ， 中小学掀起校本课程开发热潮 的

背景 。 同步于这次课程改革的 《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 （试行 ） 》 要求幼儿园教师从本地 、 本 园 的

条件出发 ， 结合本班幼儿的实际情况 ， 综合利用

各种教育资源 ， 制订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并灵活

地执行 。

［ １ ］然而 ， 当幼儿园投入 园本课程资源开

发时 ，

一些幼儿园受社会纷杂声音干扰 ， 教育的

风 向标指 向哪儿就朝哪儿蜂拥而上 ；

一些幼儿园

罔顾本园实际 ， 仿照成功 的 园本课程生搬硬套 ；

还有一些过分追求标新立异 ， 不考虑课程资源开

发利用的可行性就搞特立独行的
一套… …种种 园

本课程资源开发的乱象上演 ， 教育实践者在浓雾

覆盖的丛林中循环往复 ， 试图寻找出 口 。

乱象一 ： 课程资源建设盲 目 追风 ， 缺乏适宜

性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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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ＨＡ ２ １ ０ １ ３ ４ ）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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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资源包罗万象 ， 按照不同标准可 以划分

为不同类型 。 根据课程资源的功能特点将之分为

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资源 ［
２
］

； 根据课程资源空间

分布的不同分为 园 内资源和 园外资源 ； 根据课程

资源的性质分为 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 ； 根据存在

方式和发挥作用的性质不同分为显性资源和隐性

资源 ； 根据物理特性和呈现方式分为文字 、 实

物 、 活动和信息化资源 ［ ３ ］

。 不难看出 ， 可供开发

利用的课程资源极其广泛和丰富 。

在进行园本课程建设之前 ，

一些幼儿园不是

根据园 内外的各种资源进行 园本课程建设 ， 而是

首先根据当前最受追捧的热 门课程需要进行资源

建设 ， 无视园所本土课程资源基础 。 例如 ， 国家

体育总局 、 教育部颁布的 《关于加强全国青少年

校 园足球工作 的 意见 》 ， 针对 的 主体是
“

青少

年
”

， 但有一些幼儿 园无视幼儿年龄小 ， 骨骼还

没有发育成熟 ， 不适宜开展专项体育训练 的事

实 ， 也不考虑幼儿园场地和师资的现实 ， 不惜成

本外聘不懂幼儿教育的足球教练 ， 要求家长 自行

为孩子买足球 ， 想方设法为开展幼儿足球特色园

本课程创造条件资源 。 有研究指 出 ： 学前阶段以

游戏玩耍为主 ， 不宜只从事某一项运动 ， 足球训

练会给幼儿造成不可逆转 的 巨 大伤害 。

［ ４ ］

又如 ，

随着 ＳＴＥＡＭ 教育在我 国 中小学 的推进 ，

一些

幼儿园摒弃了适宜幼儿且随处可得的 自然探究课

程资源 ， 花大价钱买材料转 向高大上的 ＳＴＥＡＭ

科学探究资源室建设 。 再如 ， 教育部倡导传统文

化进校 园 ， 许多地区保留着传统的刺绣工艺 ， 刺

绣走进幼儿园能够很好地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承和

保护 ， 然而像苏绣 、 双面绣等高难度 、 高精度的

刺绣工艺是违背幼儿手部肌肉发展水平的 ， 甚至

对幼儿骨骼发育产生危害 。 因此 ， 即便是一些传

统的优质资源 ，

一旦投入幼儿园这特殊场域 ， 就

应从儿童视角重新审视判断 。

很多时候 ， 幼儿 园并未对资源 的建设做规

划 ， 只 因参观了观摩 园 ， 对他园呈现的课程资源

开发成果感到新颖 、 赞赏 ， 出于借鉴的 目 的 ， 照

猫画虎 ， 最终仅能模仿到所见之皮 肉 ， 却不能复

刻完整之经络 。 其结果是丢失了 园本课程资源的

特色和独立性 。

乱象二 ： 课程资源开发蜻蜓点水 ， 缺失发展

逻辑 。

？３ ８ ？

如果说课程资源是一颗颗珍珠 ， 那么课程资

源开发则是用线将珍珠串联起来 。 课程资源不是

拿来即食的快餐 ， 而是新鲜 的食材等待人们料

理 。 大师将其精心烹饪成一道道佳肴 ， 新手则杂

乱地一锅炖 。 有人认为 ，

“

课程资源开发的实质 ，

是探寻一切可能进入课程 ， 能和教育教学活动联

系起来的资源
”

。

［
５
］然而教师识别探寻到貌似可应

用至幼儿园课程的资源时 ， 往往不加以深入麵别

就全盘吸纳 ， 致使各类资源拿来即用 ，

一方面无

法发挥资源的最优化 ， 另
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违

背幼儿发展的基本准则 。 很多时候 ， 幼儿园仿佛

成为不知疲倦的课程资源搬运工 ， 对课程开发的

认知停滞在对各类可见资源的获取 、 搬来就用的

浅层表面 ， 摒弃了价值筛选 ， 去除了深加工的环

节 。 比如 ， 每年六一来临 ， 文艺表演是一项具有

相当大开发空间 的课程资源 ， 然而此时家长 、 教

师往往以 自身倾向 的时 尚风格来装扮儿童 ， 这些
“

潮服资源
”

只能塑造成人眼中 的新潮儿童形象 ，

且将幼儿本身的身体资源符号化 ， 无视儿童的身

体和审美诉求 。

在实践 中 ，

一些幼儿园根据不同 的资源开发

不同 的课程没有错 ， 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 ， 开发

的课程似蜻蜓点水 ， 课程无序堆砌 、 臃肿 、 齡塞

的现象并不少见 。 究其原 因 ， 在于缺乏对园本课

程建设的顶层规划 ， 缺乏对园所拥有的课程资源

基于幼儿发展逻辑进行结构化整合 。 主题或项 目

活动是课程推进的脚手架 ， 也是课程发展的行进

路线 ， 若对课程 目 标定位摇摆 ， 脉络发展模糊 ，

势必导致什么资源都想要 ， 营造一种貌似课程 内

容充实的假象 ， 实则局限于追求领域平均的生硬

拼凑 ， 本质上是离散的大杂烩 。

基于课程主题开发资源或者基于资源开发课

程主题的本质在于丰富儿童的体验抑或是经验得

以提升 。 杜威认为 ，

“

连续性
”

和
“

交互作用
”

彼此积极生动地结合是衡量经验的教育意义和教

育价值的标准 。

［ ６ ］

儿童经验的生长是小步递进 的 ，

课程资源的开发也应契合儿童发展步调 ， 从基于

儿童的原有经验起始 ， 通过创设有层次 、 有梯度

的活动丰富相关经验 ， 最后达成经验的拓展与迁

移 。 比如 ， 主题 《可爱 的小动物 》 ， 是 以
“

我喜

欢的动物 关于动物的问题 动物研究小分队

保护我们的动物朋友
”

这样的线索展开的 ， 层层



递进 ， 就能够实现幼儿关于动物的经验增长 。 同

理 ， 组织不同年段的幼儿开展同
一主题时 ， 主题

活动 目标的层级结构要注重层次性和递进性 ， 判

断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能力在哪儿 ， 需求在哪儿 。

例如 ， 以 《食育 》 主题为背景 ， 小班的 目标可以

侧重在 自我的美食体验上 ， 学会健康饮食 ； 到了

中班 ， 就可以侧重了解各类食材的来源 ； 大班的

孩子就不再仅仅满足于美食的品尝了 ， 这个阶段

可 以进行美食制作 ， 将食材与文化结合起来 ， 了

解我 国 的饮食文化 。 基于资源生发主题的行进脉

络要超越仅仅 囿于五大领域各撒一花 的浅尝辄

止 ， 可 以基于探究式 问题促进思维的不断深入 ，

同时根据幼儿实际兴趣进行创生 。

乱象三 ： 课程资源利用浪费严重 ， 缺少多 向

度转化 。

教师往往为 了 主题开展或 区域材料布置需

要 ， 或 自 制或直接购买或向家长征集废 旧物品资

源 ， 有些家长提供不上来 ， 就会选择直接购买 ，

视
“

新
”

为
“

废
”

。

一旦主题活动结束 ， 大部分

新购材料被废弃或闲置 ， 教师又投入下一主题的

课程资源准备中 。 课程资源利用浪费最严重的是

在等级园 的评比中 ， 可 以说为专用资源室环境创

设不惜血本 ，

一旦通过评比 ， 有些资源室使用的

频率远低于投入的成本 。 教师往往
“

见 山是 山 ，

见水是水
”

， 对于课程资源只观其表象 。 换言之 ，

即对某一课程资源转化利用形式单一 ， 仅用其
“
一

”

， 未能生成
“

许多
”

。 课程资源 的识别与获

取是园本课程建设的第一步 ， 而课程资源的转化

利用则充分考量园长和教师的智慧 。 比如 ， 幼儿

园里都会有绿植 ， 这些也是课程资源 的一部分 。

在无心者眼中 ， 绿植就是绿植 ， 是幼儿园环境的
一部分 ； 在有心者眼 中 ， 绿植也是一个探究源 。

同样是对绿植的观察 ， 有人看到的是颜色 ， 可以

延伸到
“

树叶为什么是绿色的 ？

”

问题探究 ； 有

人看到的是大小 ， 可 以延伸到数学中 的测量与 比

较 ； 有人看到 的是生长 ， 可 以延伸到生命教育 ；

等等 。 课程资源转化利用的过程 ， 也是多 向度学

习连续发生的过程 。

课程资源除本身利用形式单一外 ， 转化立场

也 比较单一 。 虽然幼儿园 园本课程资源开发一直

倡导儿童本位 ， 甚至提出
“

让儿童站在课程 中

央
”

， 但在实践现场 ， 教师掌握资源运用 的方 向

盘 ， 往往先入为主 ， 提前按照 自 己设想 中的幼儿

诉求将资源锁定 ， 从教师
“

为 了儿童
”

的立场思

考课程 目标的追求 、 开发实施的程度 、 资源的转

化形式等 ， 儿童往往是
“

被参与
”

， 儿童真正的

声音被边缘化 。 拿最常见 的环境创设来说 ， 在

《我当哥哥姐姐了 》 这一主题 中 ， 教师为使幼儿

感受到 自 己身体的变化 ， 另拙心裁地制作了一个

脚 丫模型 ， 在上面画上刻度用以测量 。 当其他教

师还局限于将 目光放在幼儿身高的变化时 ， 该教

师能另辟蹊径想到脚 丫 的变化 ， 确实具有创造

性 。 然而可惜的是 ， 为 了完成环境创设 ， 该教师

将脚 丫模具钉在了主题墙上 ， 孩子们很感兴趣却

也只能用手摸摸 ， 没法把小脚放到墙上感受 。

一

份精心之作最终沦为幼儿 的远观之物 ， 可惜可

叹 。 与其满足教师的需要创造一个
“

好看
”

的环

境 ， 不如聆听孩子真正的诉求 ， 用这些资源创设
一个

“

好玩
”

的环境 。 倘若追求的是好玩有趣的

环境 ， 那么这个脚 丫模具放置在区域 中或许就能

实现它的价值最大化 。

园本课程资源开发存在的齡塞乱象 ， 虽然并

非幼儿园 的本意和初衷 ， 但有时走着走着就迷了

路 ， 或横冲直撞 ， 或踽踽独行 。 所以有必要溯本

清源 ， 基于价值引领疏齡浚道 ， 找 回 园本课程资

源开发的 回家之路 ， 重新出发 。

二
、 园本课程资源开发的

“

疏浚之道
”

有道无术 ， 术 尚 可求也 ； 有术无道 ， 止于

术 。 道 ， 是 自然法则 ， 具有抽象性 、 规律性和相

对稳定性 ， 用来解决原理问题 。 术 ， 是方法 ， 因

时 因地因人而变 ， 是用 以解决具体的技术 问题 。

离道之术 ， 术必衰 。 课程资源开发 的淤塞之症 ，

以疏浚之道为本 ， 再实现
“

术
”

的发挥 。 道是

河 ， 术是舟 ； 无河无以载舟 ， 无舟无以渡河 。 道

是舵 ， 术是桨 ； 无舵则无方 向 ， 无桨则无动力 。

这里 的
“

道
”

， 就是 园本课程资源 开发 的价值

立场 。

价值一词 的 内 涵与外延极其丰 富 。 杜威认

为 ，

“

价值
”

有两个基本含义 ：

一是
“

内在的价

值
”

， 指珍视一个事物的态度 ， 发现事物本身有

价值 。 价值就是丰富或完善的经验的代名词 。 内

在的价值不是判断的对象 ， 因 为 内 在 的价值是
“

无价之宝
”

，

“

无价之宝
”

是不能 比较的 。
二是

？３ ９ ？



＂

工具价值
”

， 工具价值是通过 比较而判断得出

的 ， 在一个特定 的情境下 ， 为了某种特殊的需

＾ 必须在不同事物之间做出选择＾ 这就＿用

实现的 目
，
标作为标准 ， 对不 同事物的价值迸行权

衡 。 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是有关联的 ， 内在价值 ：

备ｍ价值的基础 。

［ ７ ］ ７ １

由 此 ， 我们可以推导出 ，

价值立场更像是指 向
“

内在 的价值＇ 是课程开

发者的过往遂验与价值观构成的看待事物的 内在

态度 ； 价值判断和选择则更像指向
＃
工具价值＇

綦在园本课程开发背景下对不同谦程资源做出合

理选择 。 但基 价值望场是构成判 断和选择的

基她 。

美国学者沃克 （Ｗａ ｌｋｅｔ ） 通过研究人们在

发展课程中 的想法与行为 ， 认为课程发展的庚程

＿本就偉是个描述性的过裎 ， 依时间先后程序 自

然发生 ， 起于对课程不同主张的立场 ， 终于谋程

的设计 ， 中间 的过程便是镇思。 沃克使用
＂

立 ．

场
”
一词 ， 借以描述课程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信

念和价值观最如何被建立的 ａ 而慎思的过程主要

是引导谋程设计者将想法化为行动 ， 这个过程可

能是充满挑战且混沌不明 的 ， 植透过此过裡能更

好地厘清课程资源开发与 园
＇

本课程的关系 ， 关于

课程设计时可能会发生的错误也会在此过程中被
一一辩证处理

潑：使用 的资源 间 的关 系

图 １ 沃克描述性的课程取 向
［
９ ］

沃克的课程取向流程对疏通 ＿本课輕资源开

发中的淤塞之症具有适用性 。 萁中 ， 沃克倡导的
“

立场
， ’

对应 园本课程开发的价值立场 ’ 这是道 ｆ

嘴息
”

与
“

设计
”

对应价值判断及最终的课裎

设计与规划 ， 此为术 。 先有立场之道 ， 方能推进

课程资源开发之术 。

一般而言 ， 园本课趕资源开发的基本价值立

场是基于儿食的发展这 尽翁园本谋程 目标追求各

异 ， 课程资源开发形式不一 ， 演绎不同的童年味

道 ， 但是其最终 旨归迹是幼儿和谐 ．、 造宜地成长

与发展。 这是无论何时 ， 园本课程资源开发都需

秉持的
“

道
”

。

三 、 园本课程资源开发的 ，台理之术
”

在秉明价值立场疏後之道的前提下 ｙ 还 ，要迤

过治理之术解决园本课程资源开发的淤麋之症 。

所谞以道驭术 ， 术必成 。 ，台理
”

不 同
“

管

理
”

，

“

涪
”

的本义为开凿水道 ｓ 修筑堤规 ， 引水

防洪 ， 引 串义为疏通人体的生理 系统 ， 疗伤除

病Ｊ
■

《史记 》 记载 ：

“

尧舜时 ， 九河不糌 ， 洪

水泛滥 。 尧用鯀治水 ， 鲧用雍堵之法 ， 九年而无

功 。 后舜用 禹治水 ， 禹开九州 ， 通九道 ， 陂 九

择 ， 度九 山 。 疏通河道 ， 量势利导 ， 十三年終克

水患 。

一成一 ＢＪ［ ， 其治不 同也 ／
？ １ １ ］

ｆｉ ５ ７ ５

圃本谋程

资源开发的治理关键在 地制宜ｋ 量体裁衣 ＆

罔势利导 ６

（
一

） 因地制 宜 ：
立足 园 本的课舉 資 縴 筛 选

之策

幼儿园弁不缺乏课程资源 ， 缺乏的是一规善

于发现与利用的眼腈 ａ 面対来 自社会 、 家庭 、 园

内 的各种庞杂资源 ， 该如何进行筛选 ？ 筛选课程

资源的 ｇ 的是选 出适宜的資源服务 园本课程遽

设 ， 通过适食的 园本课程促进儿童的 发展 。 所

以 ， 课程资源 ：的筛选要考虑基否有劢于促进儿童

发展的獨本课程建设 。 课荐资源筛选貴在因地制

宜 ， 而不是追随额流 ， 舍
？

近求远 。

’

ｓ

属外的 月赛

比较 究其根本还是没能对周边 已有資源进

行多元视角 的观照 ， 甚至遵成 墙 内 开花墙外

香
”

的无奈现象 《 正所谓不存在一种最好的能适

＆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所有儿董的课程资源 ， 而

各种不同的课裎資源能很好地适含不苘１４会文化

背景的

具体而言 ， 与课程 目标的制定过程相似 ， 课

程资源的筛选 也要经历
Ｍ

可能性筛选
”

和
＃
价值

性筛选
”

两个过程 』
叫作为粗过滤的

‘４

可能性筛

选
”

环节 ， 需从课程资源本身考處 ， 考暈其是否

有助于课程 目标的达成 ， 是否具有儿童性 ．

， 最否

具有地域性 》 是否经济实用 ？ 是否方便大量获取

等基本间题 》

—般来说 ， 幼儿 园所处地域不同 ，

？ 捕 ？



其所拥有的优势课程资源也不同 ， 农村园 自然资

源随处可见 ， 城市园社会资源相对丰富 。 有研究

认为 ， 寻找 田 园 中的课程资源 ， 是一种童年的味

道 ， 农村的 田 间劳作 、 自然景观 、 农村文化 、 田

园游戏等 ， 都是 田 园课程的重要素材 。

［
１ ３

］ 也有研

究认为 ， 农村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首先应根据儿

童发展需要 ， 确立课程主题 ； 其次应建立农村幼

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的规范流程 ； 最后应发动多样

化的开发主体 ， 建立农村幼儿园课程资源库 。

［
１ ４

］

只有 因地制宜 ， 才能发挥本地 、 本园资源的教育

效益 。

“

价值性筛选
”

相 当于课程资源筛选机制 的

精加工 ， 正如发展适宜性理论所倡导的
“

年龄适

宜性 、 个体适宜性 、 文化适宜性
”一样 ，

［ １ ５ ］ 我们

还需对欲开发的课程资源是否具备适宜性进行深

度筛查 ， 这是关键的一步 ， 决定了课程的价值取

向 。 比如 ， 近两年足球普及下移幼儿园 ， 对幼儿

进行足球的兴趣启蒙是有意义的 ， 但超越幼儿身

心的高强度专业训练和竞技足球是不适宜的 ， 甚

至会伤 害幼儿成年之后 的健康 。
２ ０ ２ ０ 年 ９ 月 ，

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印发

《 ３ ６ 岁儿童足球活动负 面清单 》 ， 明确禁止足

球比赛 、 足球考级 、 足球 头 球 练 习 等八类 行

为 。

［ １ ６ ］“

价值性筛选
”

至少要经历
“

三个筛子
”

：

第一个筛子是教育哲学 ， 所筛选的课程资源应该

有助于幼儿园课程理念的实现 ， 对人的终身发展

有价值 ； 第二个筛子是学习理论 ， 课程资源应与

幼儿的年龄特点相符 ， 满足幼儿的身心发展的需

要和兴趣 ； 第三个筛子是社会学理论 ， 遴选的课

程资源应体现幼儿园 、 家庭 、 社区 、 社会的文化

生态 ， 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

总之 ， 因地制宜就是将本园 、 本地区的资源

开发放在优先级 ， 筛选 出 可能开发的课程资源 ，

而后通过教育视角 的多维度检验 ， 最终过滤麵别

出有价值的 、 适宜的 园本课程资源 。 由着
“

什么

样的课程经验对儿童 的发展有价值 ？ 

”

追问
“

所

筛选的课程资源有助于达成有价值的课程经验获

得吗 ？

”

由着
“

通过怎样 的方式让儿童获得有价

值的课程经验 ？ 

”

追问
“

所筛选 的课程资源与儿

童的学习方式相匹配吗 ？

”

由着
“

为什么这样的

课程经验对儿童的发展有价值 ？

”

追问
“

所筛选

的课程资源与幼儿园 、 家庭 、 社区 、 社会的文化

和生态发展理念相和谐吗 ？

”

（
二 ） 量体裁 衣 ： 多 向 度 的 课程 资 源 转 化

之策
一件衣服再漂亮也不见得能衬托所有人 ，

一

种课程方案适宜性再强也不能满足所有儿童的需

要 。 量体裁衣 ， 就是转化课程资源在最大程度范

围 内适合不同个体的需求 。

首先 ， 课程资源的转化要消解单向度论 。

一

般而言 ， 课程开发存在
“

儿童 、 学科 、 社会
”

三

个向度 ， 也可概括为
“

儿童立场的课程
”

与
“

教

师立场的课程
”

两个 向度 。

“

儿童立场 的课程
”

是指
“
一

系列的活动 ， 通过这些活动儿童达到对

社会生活的意识
”

， 这是基于儿童生活的统一性

和特殊性的课程 。

“

教师立场的课程
”

是指
“

能

丰富和拓展儿童生活经验的机会
”

， 这是基于以
“

专 门化
”

和
“

分科化
”

为特征 的学科课程 。 受

二元论非此即彼的思维影响 ， 教育现场的课程资

源开发存在 口号上的
“

儿童 中心
”

、 现实 中
“

教

师中心
”

的单一 向度 ，
二者经常处于左右摇摆状

态 。 杜威用其经验 自然主义课程哲学消解了单一

中心论 ， 通过精心设计的
“

主动作业
”

把这两个

向度有机统一起来 。

［ ７ ］ ６ １

因此 ， 课程资源 的转化

并不是完全儿童立场或完全教师立场的单向度的

价值取舍 ， 而应追求儿童的经验和学科知识的 内

在联结点 ， 既满足幼儿当下的可知觉需求 ， 也要

顾及长远的不可知觉需求 ， 在儿童本位的基础上

实现课程价值
“

和合
”

取向 ， 以实现个人价值和

社会价值之间的调和 。

其次 ， 只有突破课程资源 的 固有转化形式 ，

才更有可能达成 因材施教 、 量体裁衣的 目标 。 课

程资源的多 向度转化可 以利用游戏活动 、 生活活

动 、 教学活动等多元活动路径实现 。 针对幼儿不

同 的兴趣点 ， 从不同维度进行课程资源转化 。 拿

常见布艺资源来说 ， 可 以通过布的来源 、 布的制

作等教学活动来满足幼儿的认知需要 ； 通过布偶

剧 、 皮影戏等游戏活动玩转布艺来满足幼儿天性

需求 ； 通过染 、 编 、 缝裁等制作活动体验满足幼

儿的创作兴趣 。

［ １ ７ ］

多元灵活的组织形式给予课程

更多的弹性 ， 也赋予幼儿更多探究的空间 。

最后 ， 课程资源的多元转化不仅是生成多样

活动来满足不同幼儿的需要 ， 最好是能将各项活

动关联起来 ， 实现儿童经验 的联结与交互 。 例

． ４ １ ？



如 ， 布艺坊的幼儿需要天然的染料 ， 可 以 向美工

室的幼儿下订单 。 美工室的幼儿在操作中发现需

要植物原料来制作染料 ， 此时又可 以 向农场的幼

儿下订单订购植物原料 。 就这样 ， 通过一张小小

的订单 ， 各个区域像产业链一样转动 ， 活动的互

通使各个区域各司其职 ， 但又相互联结 。 布艺资

源得以深层次开发 ， 其他资源得以融合 、 联动 ，

幼儿也在问题解决中不断地走向深度学习 。

（三 ） 因 势利 导 ： 提升课程资 源 开发能 力 的

教师发展之策
“

善战者 ， 因其势而利导之 。

”
［

１ １
］

１ ３ ７ ８

在不 同 的

研究视域与课程改革 中 ， 教师被赋予
“

课程执行

者
” “

课程实践审议开发者
”“

课程研究者
” “

课

程决策者
” “

课程意义建构者
” “

课程创生者
”

等

多种角色 。

［
１ ８

］

智慧的教师能够通过 自 身的专业成

长游刃有余地应对每一种身份的挑战 。

有研究认为 ， 在各类课程资源 中 ， 教师是最

重要的课程资源 。

［ １ ９ ］作为 园本课程资源开发主力

军的教师 ， 课程资源的丰富性对教师的素质状况

和传统权威提出新的挑战 ， 因为教师兼具条件性

资源和素材性资源的双重特征 ， 教师 自 身的素质

能力决定课程资源的识别范围 、 开发与利用程度

以及发挥效益的水平 ， 教师的知识经验 、 生活阅

历 、 价值取向等构成 了潜在 的教育 因素 。 因此 ，

教师的传统制度性权威不断消解 ， 而其专业权威

和人格权威需要得到彰显和发展 。

［ ２ ° ］

实现专业 自

主 ， 提升教师的课程资源开发能力才是未来应对

种种实际问题的 良策 。

提高教师课程资源开发能力可从两个维度着

手 ： 对课程资源的价值判断和课程资源的运用逻

辑 ， 其实也可称为识别课程资源的能力和运用课

程资源 的能力 。 价值判断是一个综合考量 的结

果 ， 它立足儿童的生活和经验 ， 追随幼儿的兴趣

与需要 ， 也基于幼儿的学习 与发展 。 当然 ， 课程

资源本身的性质也是价值判断的参考依据 。

一个

具有统整感和逻辑感的课程资源开发不是对某
一

资源浅尝辄止的试探 ， 而是锁链式的生发推进 。

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逻辑则应立足幼儿的经验生

长上 。 从幼儿的生活 、 问题入手 ， 基于幼儿经验

开展课程 ； 多通道感知探索 ， 丰富幼儿经验发展

课程 ； 多样化表征 ， 提升经验拓展课程 。

“

顾忌与大胆 、 恐惧与勇敢 、 绝望与希望都

？４ ２ ？

是相伴而生 。 但是 ， 它们混合的 比例取决于个人

所掌握的资源 。 拥有强大坚固 的船只和技术娴熟

的航海家视大海为充满征服和 冒 险 的绝好天地 ；

那些不得不乘坐脆弱危险的
一

叶扁舟的弱者则会

瑟缩 在 桨 后 ，

一 想 到 海 上 航 行 便 会 惊 恐 万

状
”

。

［ ２ １ ］课程资源 的开发是
一个夹杂着创新 、 改

变的历程 ， 人们对于创新 、 改变的事物常常抱有

期待又害怕 的心态 ， 而一旦认为 自身对新事物的

产生和变化没有招架之力时 ， 人们往往选择安于

现状或故步 自 封 。 因 而课程资源开发能力 的提

升 ， 除了依靠教师个体内生的专业成长 ， 外部团

队专业引领支持的重要性无异于凝聚夏夜萤火 。

目前实践中可 以 推广 的范例很多 ， 以某市为例 ，

该市把全市的幼儿园组成 四大
“

学前课改联盟
”

，

由盟主园带领成员 园教师一起进行幼儿园课程资

源开发利用的集体审议 ， 通过专业共同体推进 园

本课程建设 。 又如 ， 某区学前教育中心创建区域
“

儿童研究
”

微信公众号平 台 ， 在课程孵化栏 目

不定期推送区域课程资源开发的优质案例 ， 分享

教师的课程故事 ， 实现了 区域优质课程资源的推

广与共享 ， 受众已从区幼儿园教师辐射到全省乃

至全国 。 这些
“

抱团
”

的方式为教师在课程资源

开发 中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和灵感 ， 团 队赋能 ，

因势利导 ， 资源速递 ， 互为拐杖 ， 园本课程建设

之路也因之越走越宽 。 教师改变 ， 课程改变 ， 幼

儿园改变 ， 幼儿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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