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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霞 赵琳琳

近年来，随着“以游戏为基本
活动”理念在幼儿园不断落实，自
主游戏得到大力推广与实践，幼儿
园一日活动中自主游戏的时间相
对增加，幼儿的游戏水平不断提
高。但与此同时，另一种现象也在
悄然发生：部分教师对幼儿运动的
重视程度相对降低，出现了“以游
戏代替运动”的误区，导致幼儿在
运动时间、运动兴趣、运动量以及
动作发展等方面相对弱化，幼儿的
综合运动能力得不到有效发展。

面对这种现象，山东省潍坊
市奎文区樱园幼儿园确立了“阳
光运动微改革”项目，通过打造环
境、优化课程、拓展空间、重构路
径等策略，将健康放在幼儿全面
发展的首位，坚持“阳光运动”的
品质，以培养幼儿运动兴趣、提升
幼儿运动素养为运动课程的出发
点，培养全面发展的阳光儿童。

因地制宜，“趣·动”融
合拓空间

面对幼儿园空间不足的问
题，如何满足幼儿多元化的运动
需求呢？

优化布局，拓展空间。幼儿
园因地制宜，充分挖掘每一处空
间的价值和功能，在原有区域的
基础上重新规划攀爬区、野趣区、
冒险岛、绳网区等多个运动区域，
将打造“自由、自主、自发”游戏区
域的理念融入运动区域的规划
中。例如，将沙池与攀岩墙相互
结合，打造立体运动空间，满足幼
儿大动作发展需求；在高大的白
杨树之间打造空中长廊，与长廊
下的平衡木、攀爬网等形成上下
分层式运动组合区，让幼儿平衡
能力在不同高度得到多元发展；
野趣十足的土坡与空中滑索相互
融合，综合悬垂运动区使幼儿上
肢力量得到有效锻炼。

创设环境，提供材料。基于幼儿多元化发展需求，创设
不同的运动主题环境，让环境具有主题性和情境性。配置
数量充足、具有层次性的运动材料，如跳马、木梯、木制高
凳、长条木板、篮球架、运动箱等，让幼儿根据自己的需求创
造玩法，在自主多元组合和使用器械的过程中，提升多种运
动能力和创造能力。

场域转换，“内·外”融合强功能

面对北方冬季严寒或恶劣特殊天气，如何保障幼儿的
运动需要呢？

利用室内公共空间。幼儿园充分利用班级活动室、内
院封闭大厅、走廊楼梯等空间，创设多样化的室内运动区
域。活动室内，桌椅组合变身隧道，上下钻爬、左右跳跃、花
样滚动各种玩法变幻莫测；公共走廊上，利用小器械设置融
走、跑、跳为一体的连续挑战关卡；上下楼梯成为有趣的滑
道，顺滑、侧滑、倒滑各种姿势接连出现；中间大厅内，依据
不同位置特点，变换多样的器械组合，满足幼儿自主选择、
多元运动的需求。

利用户外天然资源。幼儿园充分利用大自然独有的课程
资源，每到冬季气温低于零摄氏度时，泼水成冰创设“天然冰
球场”，每年一届的“冰球节”成为幼儿最喜爱的冬季运动项
目。幼儿在比赛前自主分工，变身守门员、前卫、后卫，比赛中
戴着头盔、护膝、护腕的“小小冰球运动员”全身心投入其中，
传球、接球、挡球……你追我赶、相互配合、专注投入，激发了
幼儿运动热情，培养了不畏严寒、坚持不懈的运动精神。

室内外空间的灵活转换与有效利用、冬季冰球运动项目
的开发，让运动课程更加丰满，不仅保证了一年四季运动课
程的连续性，而且使得运动课程体系更加系统与完善。家长
纷纷表示：“冬季，孩子身体素质强了，生病少了，出勤率比往
年提高不少，有趣的运动项目让孩子更加喜欢幼儿园了。”

趣玩经典，“传·创”融合有新意

单一的运动技能训练容易让幼儿失去兴趣，如何规避
这个问题，也成了幼儿园运动课程的难点。我园采用“趣
玩经典双融法”，通过民间游戏这个载体，保持幼儿运动
兴趣，让运动在传承民俗文化中得到创新与发展。

一是融资源，以民间传统游戏资源为切入点，以多趣
味、易操作为原则，探索将传统游戏与幼儿自主运动相结
合，让传统游戏焕发新样态。二是融玩法，将跳竹竿、抖
空竹、打陀螺、舞彩龙、滚铁环、跳皮筋、踩高跷、丢沙
包等传统民间游戏玩法融入传统主题节日，在与春节、元
宵节、中秋节等融合时不断拓展新经验，实现了运动与主
题的有机结合，更重要的是在每个幼儿心里播下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种子。

理念引领，“家·社”融合扩资源

立足“全环境育人”目标，我园整合家庭、社区和社
会资源，通过“三个倡导”，呈现资源共享、协同共育的
运动发展新样态。

第一，倡导师幼共绘运动资源地图。以幼儿园为中
心，充分挖掘周边地域资源，确定植物园、虞河、社区广
场等丰富的户外运动场地，依据季节的变化及课程实施需
求，支持幼儿走出教室，走向自然，在亲历体验中实现身
心双成长。

第二，倡导自主设计运动路线。以幼儿视角、幼儿参
与设计路线为核心，自主制订运动计划、自主设计运动内
容，每年一次的“行走节”让幼儿园运动课程在大自然中
得到丰富。

第三，倡导打造“一老一小”社区运动模式。在前段时
间举办的第七届春日运动会上，运动会场地从幼儿园搬到
樱园社区广场，篮球与太极拳竞相展示，秧歌与跳竹竿各有
风采，创新的做法吸引更多家长参与到幼儿园运动课程的
开发中，努力“办一所没有围墙的幼儿园”，践行“用一个社
区的力量养育一个孩子”，谱写全环境育人的新篇章。

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以运动为主体兼容
游戏理念的运动课程，不仅培养了幼儿的运动能力，更重
要的是培养了幼儿的团结合作、自主选择、大胆尝试、勇
于拼搏等优秀品质。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樱园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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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成贵慎始，习惯若天成。0—6岁是一个人发
展过程中重要的“机会窗口期”，也是养成好习惯的
关键期。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幼儿园地处老工业
区，幼儿成长背景各异，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10余年来，幼儿园开创了“托幼小一体化”贯通培
养新思路，创新了科学化习养课程新资源、新路径，
构建了常态化多主体参与的新评价。一幅“托幼小”
习惯养成教育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时光追溯到2012年，面对幼儿、
家长入学（园）焦虑，我们通过调研分
析发现，幼儿习惯养成差是入学（园）
焦虑的主要原因。我们对原因进行了具
体分析。

第一，割裂化：三段割裂，无连
续性。良好习惯的连续性培养是幼儿
成长的基础。很多人强调知识改变命
运，却常常忽略习惯培养。我们通过
问卷调查发现，80%的幼儿在 0—3

岁由祖辈隔代照看，存在包办、溺爱
等问题；部分幼儿园将幼小衔接窄化
为学拼音、学写字等，小学与幼儿园
无双向衔接；“托幼小”三段教育各
成体系，彼此分隔，习惯养成无连续
性和衔接性，引发入园焦虑和入学

焦虑。
第二，碎片化：资源缺乏，无系统

性。课程资源是习惯养成教育的重要载
体。中小学均开设了专门的思政课进行德
育教育，幼儿园没有统一的课程资源，德
育教育主要通过好习惯养成浸润，内容碎

片化、形式单一化，缺乏系统性、体系
性。家庭教育中也缺乏科学的引导和有针
对性的配套资源。

第三，随意化：评价随意，无科学
性。评价是促进习惯养成的重要保障。习
惯养成教育存在评价目标不准确、内容不
清晰、方式不科学、工具不完善等问题，
多为教师的单向结果性评价和随意性评
价，缺乏幼儿、家长、社会等多方参与的
多维度评价。

聚焦问题，纾解习惯养成教育之“困”

获奖项目

2022 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好习惯奠基好人生——习惯养成教
育“托幼小一体化”实践探索》

教学成果奖这样“炼成”

我园在“好习惯 好人生”办园理
念引领下，强化课题研究、构建课程体
系、建设良好生态，深入开展习惯养成
教育“托幼小一体化”实践研究。在
10余年的实践探索中，主要经历了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2年9月—2014年7
月）寻方向：解决习惯养成观念问题。

我园原为小学附属园，开设过学前
班，幼儿园、家长重视知识学习，但幼儿
入小学后仍然存在入学适应难的问题。
我们面向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发现，
习惯养成是造成入学适应难的重要因
素；通过家长访谈，我们发现83.6%的家
长不重视习惯养成，只强调知识学习；通
过园内教研，我们发现90%的幼儿教师
苦恼于好习惯养成缺乏课程资源，85%
的教师对家长不重视、不配合习惯养成
感到焦虑。可见，家长观念有待转变。
我园在谢家湾小学“六年影响一生”办学
理念影响下，明确了幼儿园以好习惯培
养为主线，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基于调研发现的问题，我园以礼仪
习惯为突破点，以儿歌为载体，在各年龄
段进行试点。教师筛选朗朗上口、充满
童趣的儿歌，从入园礼貌问好、文明排
队、双手递接等每一个生活环节出发，引
导幼儿使用文明语言、礼仪动作，将懂

礼、知礼、学礼、用礼渗透于一日生活和
游戏中，培养幼儿好习惯。

一年下来，教师和家长发现幼儿礼
仪习惯养成有显著改善。因此，我园以
点带面，全面实施好习惯教育，如培养幼
儿卫生习惯、劳动习惯、学习习惯等，在
保教活动中、游戏中、过渡环节中全方位
实施。同时，幼儿园通过开展家长讲座、
家长课堂、亲子游戏等活动，不断转变家
长观念。

第二阶段（2014年8月—2018年8
月）创课程：解决习惯养成课程问题。

为保证好习惯养成的持续性，我们
从社会生态学角度入手，向下延伸托育，
向上连接小学，探寻出以幼儿园为主体，
以0—3岁婴幼儿指导服务和幼小衔接
教育为两翼的“托幼小”三段贯通一体化
培养体系。

同时，幼儿园在相关课题研究中，逐
步梳理出影响幼儿终身发展的“托幼小”
三阶段好习惯内容，共经历了三个历
程。历程一：依据政策文件，寻找适合

“托幼小”三个不同年龄段幼儿发展的习
惯点，共90个，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习惯

点多、杂、散，实施困难。历程二：基于“五
域”学习与发展目标，从“会运动、会生活、
会交往、会学习”四大维度，整合筛选出60
个习惯点，在进行评估时发现素养、习惯、
品质三者之间存在模糊、杂糅的问题。历
程三：以立德树人为目标，聚焦化、行为化
地梳理出15项关键核心素养，针对不同阶
段幼儿的个体差异，细化为30±N个具体
行为习惯点，初步构建出习惯养成培养纲
目，在“托幼小”三段贯通，重点探索3—6
岁幼儿好习惯养成教育。

为全面落实幼儿好习惯培养，我们将
30±N 个习惯点融入到一日生活中。
2014年，开设了生活坊、木工坊、陶泥坊、
针线坊等体验式功能坊课程，还开设了国
际象棋、主持、街舞等多项特色课程，激发
幼儿自信表达、合作分享等个性潜能，促进
幼儿多元和谐发展。2015年，开设篮球、

“小军人”等体适能课程，培养幼儿喜欢运
动、坚持运动的好习惯；在每月大型活动
中，开展“走进小学”“走进敬老院”等各种
活动，让幼儿学会大胆交往、关爱他人。幼
儿每天自主评价，家长、教师每周评价，全
方位强化幼儿习惯养成。

在课题研究中，课程资源开发应运而
生，幼儿园全体教师参与其中，将30±N
个习惯点落实到幼儿园保教工作中，形成
了“一点多载体”的系列好习惯养成课程
资源，开发了《好习惯巧养成绘本故事》
等20余册幼儿园课程资源，探索出好习
惯故事讲一讲、好习惯儿歌唱一唱、好习
惯游戏玩一玩、好习惯绘本画一画、好习
惯养成评一评的“五位一体”好习惯实施
路径。

同时，幼儿园与小学开展幼小衔接“六
个一”“六个探索”双向联动，形成《幼小衔
接“五力”读本》等入学准备资源；深入社
区，开展0—3岁婴幼儿科学养育宣传、托
育服务、亲子活动，相继创编了《入园准备
手册》等托育资源。

这一阶段，幼儿园在原有评价基础上
丰富细化评价资源，研发了《幼儿好习惯追
踪手册》幼儿版、家长版、教师版等，邀请家
长、分园、小学、社区共同参与评价。

第三阶段（2018年9月至今）广辐射：
解决习惯养成效果问题。

为检验好习惯养成效果，我园将好习
惯课程资源成果推广到各级各类幼儿园，
解决了其他园所习惯培养资源匮乏、习惯
培养途径单一等问题。幼儿园通过培训授
课、帮扶指导、承办研讨会等多种形式进行
交流、引领，同行、家长、社会反响较好。

创新方略，探寻习惯养成教育之“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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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困境”的求索，到“路径”的
摸索，10余年来，我们通过持续的探索
与实践，习惯养成教育“托幼小一体
化”的实践取得实效，形成了幼儿园习
惯养成教育新样态。

以问题为导向，调研成果，在“真”中
研究。我们认为，教师面对的不仅是幼儿
入学（园）适应上的挑战，更是如何将这些
挑战转化为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我们
申报好习惯等10余个课题群进行研究，
面对真问题、形成真课题、进行真研究，促
进教育教学工作的针对性开展。

以行动为笔触，绘制成果，在“做”中
实践。我们的课题研究紧密融合于教学
实践中，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学习和发展环
境。我园以问题为导向，采取“理论、实践

双线并进”的模式，建立专家组、理论组、
实践组、管理组“四横四纵”科研发展模
式，将课题研究与教学实践紧密结合，构
建立体化科研管理机制，创编好习惯课程
资源48册，实现“教研相长”，促进教学与
科研工作持续发展。

以实践为桥梁，检验成果，在“干”中
领悟。我们建立“实践—反思—再实践—
运用—推广”的机制，通过组建专业的科
研成果推广团队、开设园刊科研成果推广
专栏、建立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渠道等途
径，以开发园本课程、创编园本资源、开设

专题工作坊、建立教育资源库等形式将成
果进行物化累积，并将成果多渠道应用在
教学实践中。

“好习惯”已经成为我们幼儿园的一
张亮丽名片。10余年来，我们坚守“好习
惯 好人生”的办园理念，持续深化、建构
课程，实现了幼儿个性、全面、灵动发展。
未来，在学前教育改革的道路上，我们仍
将坚守初心，以科研为先导，为学前教育
事业蓬勃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
幼儿园）

示范引领，推广习惯养成教育之“果”

李晴晴 刘梦可 卢嘉苹

智慧缘起：光影游戏主要利用光和影
的变换进行，能够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本学期我们开展了一次“皮影戏”
活动，它就像会变魔术的小精灵一样吸引
着幼儿的眼球，幼儿对光影现象充满了好
奇。基于幼儿兴趣和本土资源，教师提
供了彩色玻璃纸、镭射纸、色卡、皮
影、自制投影仪、光仪台等材料，支持
幼儿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按照自己
喜欢的方式选择材料与合作伙伴，在直
接感知、实际操作、亲身体验中主动进
行探索和学习，不断培养好奇心，满足
探究欲。

活动过程：教师和幼儿对合肥本土的
历史和文化进行了讨论，投票选出了合肥
景点、合肥人物、合肥美食三方面幼儿感
兴趣的内容，并将其作为“光影合肥”中
的三条通道，创设了逍遥津、李鸿章故
居、合肥科技馆等场景。幼儿手持手电

筒，依次有序地爬行穿越“时光隧道”，利
用镜面、镭射纸反射出来的光，照亮隧道
内有关合肥景点、人物、美食的图片，在
探索的过程中了解本土文化。

同时，在逍遥津场景中，幼儿可以制
作拼画、沙画；在李鸿章故居场景中，幼
儿可以进行皮影戏表演；在合肥科技馆场

景中，幼儿可以利用自制投影仪和光影材
料进行自由探索。游戏中，各种材料的投
放幼儿都全程参与，低结构材料便于幼儿
加工，提高了幼儿的创造能力。游戏在明
暗环境下皆可开展，便于幼儿深度感受光
影游戏的奥秘。

“光影合肥”如今已经成为幼儿最喜欢

的区域，他们在这里了解光影游戏的多种
玩法，探索光与影的关系，感受光影艺术
的美，体验光影表演的乐趣。通过光影游
戏，幼儿进一步了解了合肥的历史文化，
萌发了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合肥市荣城幼儿园
美丽景湾分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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