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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下幼儿园课程资源的

跨领域整合

陶行知认为，教育是一种生活的改变。“生活即教育”意味

着教育源于生活，生活决定教育。生活中时刻存在着教育契机，

教育无处不在，教育离不开生活，生活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教育

的方向 [3]。因此在幼儿园课程资源整合中，需将把常见的教育资

源，发展为课程资源。幼儿园里的花草、树叶、池塘和石头可以

成为学习的一部分。因此，教师应该利用幼儿园中的环境资源，

看到孩子生活的真实状态，听到他们的真实需求，让孩子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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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和互动方面与环境资源密切接触，玩耍、学习和生活，以

此开发园本课程 [2]。“生活即教育”是教师在课程设计过程中所遵

循的概念，课程概念会直接影响幼儿教育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因

此，在设置幼儿园生活课程时，教师必须充分整合幼儿的身心特

点和学习模式，使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门课程，引导他们在现

实生活中学习有用的知识，感知这个世界，促进幼儿全方面的发

展 [4]。老师还需要秉持开放、永恒的生态教育理念，站在学生立场

思考，尊重和关心每一个孩子，创造良好温暖的班级风格，凝聚

孩子的学习精神和活动精神，开展“系列”活动，增加个性，创

造集体精神，促进师生平等，家长共度时光，实现双赢，创造班

幼儿园的自然教育是指关注自然环境的作用，让幼儿与自然环境互动，体验自然环境，培养他们对生活与自然的理解和研究能力，

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随着学前教育压力的增加，在幼儿园实施和推广生活教育已成为学前教育的重要问题 [1]。然而，如何在幼儿园中

有效地实施自然教育课程，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育能力以及专业精神，让大多数幼儿教育工作者都受到了困扰 [2]。基于这些问题，

我院的园本教育实施旨在从幼儿园课程资源的跨领域整合与实践的角度探讨幼儿园教育的实际途径和方法，以“春日田园”主题活动为

例，以期为实现幼儿园自然教育提供有效的支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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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成长共同体，形成可持续发展趋势 [5]。

二、幼儿园课程资源的跨领域的实践

（一）提高幼儿实践能力

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表示“教学”和“学习”必须以

“做”为基础，相信“做”，即创造，是产生教育和思想价值的

实体。教师应该引导幼儿参加实践运动，用生活知识进行教育教

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的首要目的 [6]。

案例：春日田园

谷飞飞劝早耕，春锄扑扑趁初晴。春天带着绿色的气息来到

我们身边，春风吹拂着绿枝，地上的青草绿了，吹燃了孩子们的

热情，一切美好的事情都如期到来。为了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绿色

希望，积极与自然环境“交谈”，亲身体验春耕在自然保护中的

乐趣，在临近春天的时候获得更多的快乐体验。我园大班结合三

月主题课程“春日田园”举办了实践活动。

孩子们走近油菜花，闻到了春天的气味。新的枝丫伸出，各

种花草竞相开放。美好的春日缤纷而至，五彩缤纷的春天气息吹

拂着每一位幼儿的脸庞。幼儿园精心规划了场地，在花园里欣赏

着大面积的油菜花，还有五颜六色的杜鹃、一品红、菊花、茶

花、绣球花、玫瑰等都竞相盛开，春风吹拂着树枝上的绿芽，地

上的青草吹拂着，也吹嘘着孩子们的热情。老师们通过 N 种方式

解锁春天的密码，让幼儿更接近“春日的世界”。

（1）画一画

“你们能画出这些花花草草吗？”于是我提供了纸和笔。第

一天，孩子们在花花草草旁边，同时观察并进行绘画。

老师：“你能猜出他所画的是什么吗？”

学生：“油菜花。”老师：“你是通过哪个方面看出它是油

菜花的？”

学生：“颜色和形状，因为它呈现黄色，有长长的枝丫。”

学生：“我认为那是菊花。菊花也是黄色的。”老师：“让我们

请小作者展示他所绘制的东西。”

老师：“看起来这种形状很容易被误解，那么你们又如何绘

制能让人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呢？”

第二天，令我惊讶的发现一个孩子将一株小草放在纸上，并

沿着轮廓进行描绘。在游戏点评时，我请他向大家介绍这种方

法，而其他孩子都表示同意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2）照一照

例如油菜花的外观有什么特点呢？一些认为它的花朵颜色十

分艳丽，而另一些则说它有一股独特的味道。因此，我请孩子们

仔细观察以确定其真实外貌。为了方便这项调查，我在科学区提

供了放大镜、纸张和笔。很快，就有孩子兴致勃勃地向我展示了

他们的发现。

学生：“油菜花的花蕊上布满很多花粉！”

老师：“太好了！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学生：“首先，我用肉眼观察，然后用放大镜看得更清楚。”

老师：“非常棒！请记录下你的观察结果，并稍后与我们

分享。”

随后，他们继续探索，并发现了更多引人入胜的事实。他们

发现油菜花的枝丫上都长者许多容貌，玫瑰花花枝上布满小刺，

菊花散发着十分清新香气，在田园弥漫开来……孩子们兴奋地记

录并分享着自己独特的发现。

（二）发挥教师价值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下，认为教育中可充分利用一切

自然资源，所以，教师进行幼儿教育的过程中，要将自然社会

的事物和图景展现出来，让幼儿在自然环境中去学习 [7]。也就是

说，教育不局限于园所和课堂，而是要密切结合家庭教育和社会

教育，并通过生活化的场景和生活化的游戏道具、游戏内容的呈

现，使幼儿不仅能够在游戏中获得快乐，还能将所学习的内容，

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理论联系实际，使幼儿将在学习中

获得的经验应用于实际生活中，进而丰富幼儿的生活经验，提升

幼儿的生活能力 [8]。

案例：春日田园风光

“亲近大自然，有观察、探索周围事物与现象变化与发展的

兴趣，初步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学龄前儿童所要获得的基

本经验之一。老师们围绕“基于幼儿劳动教育的自然·生活课程

之春日田园风光”这一话题展开了激烈的碰撞与思考，分享了班

级的生成课程思路。

老师1：我们班准备围绕春蚕开展劳动课程，我们打算充分

调动孩子的前期经验，做好家园社区配合，在一起照顾蚕宝宝的

过程中了解蚕的生长奥秘，跟着孩子的脚步，不断体验、劳动、

创造。

老师2：春是升高的温度、是明亮的颜色、是悦耳的鸟鸣，

也是大自然送给小朋友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应该及时利用春季特

点，结合幼儿兴趣生发课程，捕捉可利用的资源，在春日中探

秘，发现课程。

老师3：看一看、听一听、闻一闻都是感受春天最直接的方

式。我们可以组织幼儿走进公园，充分利用三公里内的优质社区

资源，丰富课程，让孩子们养成爱劳动、乐探究、善思考的良好

品质。

陈鹤琴先生说过：“大自然就是活教材。”本次春日田园风

光户外体验式教研活动的开展，让全体教师更加清晰班级班本课

程的开展方向。老师将在之后的教学活动中带领幼儿主动接触大

自然，在寻找、感知、触摸的过程中发现自然的秘密，感受探索

劳动的乐趣。作为教师，我们要充分利用大自然这块瑰宝，将孩

子的“发现”融进教育，引导孩子在大自然这本活教材中自由地

探索与学习！

（三）拓展课程探索路径

在幼儿园教育中，游戏是最重要的学习形式，它不仅灵活有

吸引力，而且与孩子们的产出和精力相一致，还具有显著的兼容

性，允许孩子们通过个人体验和协作互动在游戏中体验教育联

系 [9]。因此，在幼儿园课程资源的跨领域的实践过程中，教师应将

游戏活动充分融入课程实施的重要形式，开展丰富多样的游戏活

动，拓宽课程的“生活即教育”理念途径，让幼儿通过游戏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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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了解生活课程的内容 [10]。

案例：建设春日小田园

在教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将亲自创建模拟环境的小型田园系

统，包括水池、土壤、植被和农作物等自然元素。在种植农作物

的过程中，幼儿需要自己挖掘土壤来设置水渠、种植各种花草与

农作物等活动。过程中教师可以同步教育幼儿爱护植物与环境的

必要性，帮助他们一起定期记录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并定期清洁

和维护小田园的环境，加强幼儿责任心 [11]。大班老师在询问学

生想要在修建的田园中种植什么农作物时，由于学生年纪太小，

纷纷说喜欢好吃又好看的草莓，于是老师便带领大家一起种植

草莓。

（1）计划

我们先在班级进行了一次讨论，探讨草莓的种植方式。有人

建议将草莓种子插入土壤并覆盖上一层土壤；其他人则提议在容

器中培养草莓；还有人强调阳光、土壤质量和适当浇水对于草莓

生长至关重要；另外，也有人建议在播种前先用温水浸泡草莓种

子；而相当多的幼儿认为只需将整个草莓埋入土中即可。

（2）种草莓

首先，我们进行了除草和松土的工作，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将

土地整理成一排一排。接着，我们挖坑并种植了草莓，然后用土

覆盖并浇水，任务圆满完成！由于天气炎热，部分草莓无法承受

强烈阳光而垂下来。孩子们试图通过容器浇水，但因为水量不

足，草莓根本无法喝饱！因此，我们连接了一条长水管让草莓能

够得到充足的水源！随后孩子们回到教室，并记录下他们观察到

的结果以及对于照料草莓所采取的措施。

（3）探索草莓

很快，草莓的花朵经过转变，从白色转化为绿色果实，并最

终成熟为鲜红色。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奔跑着，迫不及待地分享彼

此的喜悦，大声宣告：“草莓已经完全成熟了！” 他们小心地用

手采摘那些成熟的草莓，并提醒伙伴们：“暂时别摘那颗果子哦，

因为它仍然是绿色的！”

我们将成果带回教室，经过计数后发现第一批草莓总共有5

个。对于这些美味水果的享用方式，你有什么想法？让我们一起

记录下各自喜欢的方式！此外，我们还进行了探讨和调查可能导

致这种结果的因素，比如浇水不足或土壤过于干燥。唉呀，连给

草莓施肥都忘记了……但是尽管这次经验并不太成功，我们依然

相信在下次尝试中，肯定能够成功培育出更多更大的草莓！

刚踏入大班，孩子们开始记录自己观察到的事物，包括一些尚

未完全理解的概念。这些独特的概念是孩子们自己发现的，因为他

们兴奋地指着自己的几根线条说：“我希望我的草莓能长成这个形

状！”“我们收集了5个草莓，因为我还不会写数字，所以用点来

表示它们。”等。有时候这些想法很快就会被遗忘，但通过可视化

记录下来，我们可以保留这些时刻，并将它们无缝地结合到我们的

教育过程中，并同时观察幼儿个人实践能力的发展 [12]。

三、结语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理念为跨学科整合和幼儿园课程资源实践

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在实践活动中，教师应该从关怀，创

新，包容和开放的角度探索儿童发展的实践和过程。让幼儿在灵

活和新的实践环境中将实践活动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争取创

新，鼓励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培养他们的实践和心理能力，

并实现手脑结合，提高幼儿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后续学

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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