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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推进课程游戏化的思与行 

 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庄春梅 

  2020.4 



           课程游戏化： 一个怎样的项目？ 

•       2014年，省教育厅、财政厅颁发了关于开展幼儿园课
程游戏化建设的文件，旨在贯彻国家方针政策，加快学前
教育改革和深化幼儿园课程改革，克服小学化倾向，加强
幼儿园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省教育厅每年评定50个课程
游戏化项目园（一所建设园一所共建园，给予40万经费奖
励）。2014到2018年，历经5年，全省完成300所省课
程游戏化项目园建设。2019年全面推开。 

 

•       配合省教育厅，常州市教育局每年评选8所幼儿园为
市级课程游戏化项目园，目前省市课程游戏化项目幼儿园
全市40多所。常州市共有330多所幼儿园，约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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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推进课程游戏化：行政牵头，教研发力 

•     省教育厅依托南师大成立省学前教育研学中心，定期培
训、调研视导、评估项目园课程游戏化开展情况。 

 

•     市教育局基教处牵头，我们教科院负责教研培训指导推
进，成立常州市课程游戏化共同体，组织现场教研、培训
、研讨，辐射交流等一系列研究性活动。 

 

•     从2014—2018年用五年时间区域分步推进分层指导，
以点带面，以强带弱，2019年启动全面推进课程游戏化。 

 

•    课程游戏化——质量提升的系统工程，牵一发动全身！ 3 



    幼儿园需要一场深刻的教育革命 

• 1. 小学化的前世今生 

• 2. 为何以儿童为中心 

• 3. 游戏带给儿童什么 

• 4. 创造力是怎样来的 

• 5. 重新定义幼儿教师 

• 6. 幼儿园教育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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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与追问 

 

• 1.  儿童是怎样学习的？ 

• 2.  儿童、游戏、课程有怎样的关系？ 

• 3.  教师如何提供环境条件和利用资源开展游戏？ 

• 4.  自主游戏中教师如何观察、支持与引导幼儿？ 

• 5.  教研力量如何有效介入游戏现场开展真研究？ 

• 6.  常州市级层面如何全面推进课程游戏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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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会国家学前教育的纲领性文件 

•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       幼儿园教育应尊重幼儿的人格和权利，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
和学习特点，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并重，关注个别差异，促进每
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 

 

• 《幼儿园工作规程》：综合组织健康（体育）、语言、社会、科学（
数学）、艺术（音乐和美术）领域的教育内容，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幼儿每天在园游戏时间不少于3小时，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户
外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 

 

•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理解幼儿的学习方式和特点，重视
幼儿的学习品质。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亲身体验获得发展，严
禁“拔苗助长”的超前教育强化训练。 

6 



             幼儿学习特点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幼儿学习内容：不是学科知识体系，而是生活经验体系。 
       幼儿学习过程：是情境性、体验性，综合化、游戏化的。 
 

          注重培养学习品质：好奇、主动、坚持、注意、 
     （全球公认）   反思、解释、想象、创造 
 
   ——早期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培养学习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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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游戏—课程三者关系  

      在游戏中重新认识儿童：从“儿童是一个无知无能等待教育的容器”转变
为“儿童是一个主动能动的学习者”。 
•                                    ——儿童立场：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颗种子！ 
 

     用游戏精神重塑教育观：从“教师是真理的掌握者，要把知识教给孩子”
转变为“教师是童年的守护者，要发现理解儿童学习，陪伴支持儿童成长”。 
•                                    ——游戏精神：自由、自主、创造、愉悦！ 
 

     从游戏切入改造原课程：从“依赖教材、注重集体教学、强调规范统一”
转变为“关注幼儿、关注生活、关注游戏、关注经验，追随儿童身心发展需
要规划和生成幼儿园的教育活动”。 
                                   ——课程理念：做中学玩中学，一日活动皆课程！ 



          课程游戏化：“化”在哪里？ 

• 课程游戏化——化在观念上；（儿童本位） 

• 课程游戏化——化在环境里；（互动材料） 

• 课程游戏化——化在资源里；（资源利用） 

• 课程游戏化——化在生活中；（习惯养成） 

• 课程游戏化——化在活动中。（课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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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研的力量在哪里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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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掀开户外环境游戏化改造的热潮 

 







16 

因地制宜，体育活动材料多元、形式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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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保护”到“想挑战”，
幼儿的运动潜能被不断激发 

 



     挖掘自然、生活资源，丰富游戏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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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基于解决问题的综合学习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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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种子的秘密 

 



室内环境区域化游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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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游戏 



               常州市建构游戏微视频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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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探索转角解决办法 



研究教师游戏观察分析路径 
（从备教材转向观察幼儿） 

• 行为观察：玩什么？怎么玩？ 

•                      （了解兴趣） 

• 行为分析：在什么水平上玩？ 

•                      （已有经验） 

• 发展判断：可能的发展是什么？           

                           （新的经验） 

• 支持策略：教师需要做什么？ 

•                      （建构经验） 

 

•  游戏中幼儿的行为表现 

•         ——在干什么？发生怎样的学习 

•   行为涉及什么经验 

•          ——相关经验和关键能力 

•  行为涉及的经验水平和认知冲突 

•           ——需要探究和解决的问题 

•     推进发展的可能性 

•           ——产生深度学习和情感体验 



现场教研：自主游戏的观察与支持 

45分钟分组进班定点观察 1小时小组讨论10分钟大组交流 



项目园实验园 
教研活动依靠项目
园实验园（举办现
场展示会） 

民办园 
教研活动关注民办
园（民办园联校教
研，民办园教师公
开课、评优课单列） 

乡镇园、特色园 

教研活动重心下移
至乡镇园、特色园
（专题研讨） 

薄弱园 

教研活动触及薄弱
园（按需设计送教
送培，结对帮扶） 

项目一 
乡镇园 

提优 

民办园 

  关注 

薄弱园 

  带动 

教研的面——园所分类推进 

实验园  

  激活         

   



园长、业务园长 
 

课程领导力论坛 
 （系列专题沙龙 

公开课申报） 

骨干教师 

青年骨干教师成长

营 

男教师 

幼儿园男教师联盟 

（思想引导专业支持） 

 

新教师 

职后三年系列培训 

（观摩名师入职定格） 

 

分层指导 

 教研的面——教师分层指导 

教师五级梯队 

教研员全程关注 
（分层搭建教研平台） 

农村教师 

农村幼儿教师培育站 
（以导师身份定期导学） 

（教研员导师制动互动） 

  名教师工作室 
（协助过程管理） 

名教师 



       着力引领：拓展游戏通道，丰厚课程资源 

         课程游戏化背景下，我们教科院主抓几个引领性课题和
子项目，每学期聚焦一些关键问题重点突破。结合全市性的
大教研，引导互动研讨交流，创生课程游戏化的实践策略，
形成了丰富的课程资源库。（环创类、主题类、科探类、绘
本类、建构类、体育游戏类、民间游戏类、创意美术类） 

                《本土化主题活动课程资源开发》 

           《幼儿科学探究活动生活化系列化研究》 

           《幼儿园课程游戏化环境创设》 

           《区域游戏中的儿童观察与指导》 

           《幼儿绘本资源运用与游戏拓展》 

           《园际互动的课程审议》……….. 

           《STEAM主题活动设计与游戏化实施策略》 30 



      以教研联盟共享园所文化，烹饪童年游戏 

       以教研联盟的方式，在市级层面开展联校教研和园际互动。坚守儿
童立场，转变行为方式，促进多维互动和深度对话，孕育园所文化。 
 
 
       聚焦游戏的研究，培育鲜明特质的园所文化和课程形态。 
       银河幼儿园“基于童心解读的支持性课程”“野趣体育混龄游戏”
；红溪幼儿园“开放性主题课程”；东青幼儿园“手指游戏”；潞城、
茶山“民间游戏”； 新桥幼儿园“快乐动手 ”； 武进机关幼“主题性
区域游戏”；龙虎塘幼儿园“乐享节日文化 ” ；刘海粟幼儿园“拙趣美
术”；华山幼儿园“儿童食育工坊”； 鸣珂巷宝龙幼“混龄教育”； 薛
家幼儿园“创意戏剧游戏”；滆湖科技幼“STEM系列探究”；西林幼
儿园“亲自然探究课程”；怀德幼儿园“请触摸博物主题课程”；北港
幼儿园“创游绘本”；金坛实验幼儿园“思维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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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游戏化实施的困境与推进难度 

 
• 办园体制：公办园（教育部门办园、区属集体办园、 

•                              乡镇或街道办园） 

•                普惠性民办园、高收费营利性民办园 

•                非法办园（取缔不了） 

•                0—3岁早教中心 

• 幼师队伍：大缺口、低门栏；年青化、非专业； 

•                  流动性大、女性化多 

•                  编制问题不解决，优秀教师进不来 

• 办园质量：区域差异、园所差异；园长的领导力差距 

•                  幼儿园数量快速扩张，教师参差不齐 

•                  外来人口子女增多，入园问题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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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宝贵，不可重来………… 
 
       
      
       推行科学早教，烹饪适合儿童的课程。以游戏
的方式让孩子在幼儿园度过快乐而有意义的童年！ 
努力使幼儿学得有趣一点、好玩一点，生动一点，
这是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初衷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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