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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幼儿园课程故事是幼儿园教师通过回忆、整理、归纳、筛选幼儿园课程实施中真实发生的有意义

的课程事件，通过叙述表达一定的主题及反思而形成的故事。实践发现其存在课程故事概念混淆，表达主题不

清晰；内容单一，叙述浅表化；流于形式，反思浅显空泛等问题。建议课程故事内容选择要有意义，主题核心

要凸显；突出关键内容，叙述方式多样化；循序渐进，反思走向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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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故事审思：
内涵、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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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杭州��310012）

人是天生的故事叙述者，而叙述故事是人理解自

己、理解生活的意义所表现出的自然回应。对于我们

每个人来说，越是理解自己，越是明白我们自己是我

们所是、做我们所做和选我们所选的原因，我们的课

程就越有意义[1]。在近一年的入园实践中，笔者发现

幼儿园兴起了一股课程故事分享的热潮，教师们热闹

地分享着课程故事，课程故事评比大赛也在不少幼儿

园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在课程故事盛行的同时，

幼儿园教师对“什么是课程故事”存在很大的困惑，

在概念认识不清的情况下，所分享的课程故事难免存

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对以往研究

的梳理，结合自身的思考与入园实践，对幼儿园课程

故事的内涵、问题与对策进行审思，抛砖引玉，希望

引起同仁对幼儿园课程故事的关注与探讨。

一、故事、课程故事、幼儿园课程故事
的界定

故事，可以解释为旧事、旧业、花样等涵义，

同时，也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情过程的描

述，强调情节的跌宕起伏，从而阐发道理或传达价

值观[2]。我国学者高小康认为故事具备三个特点：过

去时态、虚构性和人本意蕴[3]。故事作为叙事之本，

具有四个基本要素：主题、事件、人物和环境[4]。首

先，主题是故事的意义所在，故事的关键在于意义的

搭建，意义是故事存在的依据[5]。其次，事件是人物

所发出的，人的一切活动都存在于一个又一个事件的

发生与发展中。再次，人物是故事的关键要素，“故

事所讲述的归根到底都是人的事，如果与人无任何关

系，就是一个自然事件而不是一个故事”[6]。最后，

人物及其发生的事件总是存在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

会环境中，其故事的主题也必然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

影响。

关于课程故事，王凯认为，课程故事是教师的教

学生活方式与历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以叙事的方

式看待教学问题，践行自己的课程理想，促成自身教

学经验的生长[7]。李云淑认为，课程故事是“经验叙

事”，是当事人在课程之旅——包括参与课程设计与

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与课程研究的过程中所经

历的真实往事、感受或体验，这种往事对当事人来说

是有深刻印象的、比较重要或有个人意义的、值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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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享或向人诉说的[8]。卢素芳等学者提出，幼儿园

课程故事是幼儿教师以讲故事的形式记录自己在教育

实践中发生的真实、鲜活和发人深省的课程事件，表

述自己在实践过程中的亲身经历、内心体验和对课程

的理解感悟[9]。

以往研究者对课程故事概念的界定，均凸显了课

程事件的真实性和有意义性，明确了教师叙述的主动

性与反思性，提出了故事化的叙述形式。即课程故事

至少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第一，真实性，即课程

故事中的事件是课程实施中的真实事件；第二，故事

性，即具备故事的基本要素，包括主题、事件、人物

和环境；第三，反思性，即课程故事包含教师的反

思。因此，笔者认为幼儿园课程故事是幼儿园教师通

过回忆、整理、归纳、筛选幼儿园课程实施中真实发

生的有意义的课程事件，通过叙述表达一定的主题及

反思而形成的故事。

二、幼儿园课程故事叙述存在的问题
幼儿园课程故事扎根课程实践，聚焦课程现实，

有一定的教育实践价值。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幼儿

园教师叙述的课程故事存在概念混淆，表达主题不清

晰；内容单一，叙述浅表化；流于形式，反思浅显空

泛等问题。

（一）课程故事概念混淆，表达主题不清晰

课程故事的主题即叙述者表达的核心思想观念，

是课程故事的焦点和意义，清晰的主题能够照亮整个

课程故事。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幼儿园课程故事往

往出现表达主题不清晰的现象。例如，在小班课程故

事《雨》中，教师以“有段时间一直都在下雨，小朋

友们每天来到幼儿园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

为什么今天还是在下雨啊？’于是我抓住机会带着

疑惑，带小七班的孩子们开始了一段与小雨点的神秘

约会。”为故事的开头。接着，教师叙述了10个课程

事件片段，分别为“为什么会下雨？”“喜不喜欢下

雨？”“下雨天要准备什么工具？”“雨点是什么样

的？”“雨天的游戏”“菜园里的发现”“雨天的创

作”“阳台上的声音”“水宝宝搬家”“纸船记”。

尽管该课程故事的内容丰富，情节多样，然而在聆听

和阅读后，却不知整个课程故事的叙述该教师究竟想

要表达什么，揭示的核心是什么，主题呈现出模糊的

状态。

此外，笔者发现之所以出现课程故事主题不清晰

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教师对“主题”概念的混

淆，表现为将主题活动的“主题”等同于课程故事的

“主题”。课程故事的主题指的是课程故事叙述者表

达的核心思想观念。而幼儿园主题活动的“主题”是

“课程的某一单元、某个时段所要讨论的中心话题，

通过对这些中心话题的讨论，对中心话题中蕴涵的问

题、现象、事件等的探究，使幼儿获得新的、整体

的、联系的经验”[10]。幼儿园主题活动是指在一定的

时间里，围绕一个中心内容（主题）组织的教育教学

活动[11]，因其契合了幼儿的学习方式和发展需要，能

够促进幼儿完整经验和健全人格的获得而备受青睐。

因此，教师在叙述从主题活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课程

故事时，往往习惯性地将主题活动的“主题”等同于

课程故事的“主题”，而主题的混淆就导致了课程故

事无法清晰反映真正的主题。

（二）课程故事内容单一，叙述浅表化

课程故事的内容由课程实施中的真实课程事件组

成，它既可以是课程实施中具有内在联系的若干事件

组成的完整故事，也可以是由课程实施中并无内在联

系的若干事件组成的片段化故事，其内容的叙述是课

程故事的“重头戏”。然而，笔者在实践中发现，教

师对幼儿园课程故事的内容叙述往往不够理想。

一是课程故事内容单一。集中表现为课程故事的

内容大多为课程实施中一些成功课程事件的叙述，而

关于教师在课程实施中的困惑问题事件或失败的课

程事件却少之又少。随着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深入与

发展，教师越来越多地成为课程的设计者和开发者，

由于教育的复杂性和教师教育能力的局限性，教师难

免会在课程实施中遇到困惑点、矛盾点，甚至是失误

点。然而，教师往往忽视问题事件的叙述，单一化地

分享成功的教育经验，这容易造成课程故事“千篇一

律”。

二是内容叙述过程化。主要表现为：第一，面面

俱到，完整的课程故事叙述过程化。例如，在中班课

程故事《小兔子“跳跳”的房车旅行记》中，教师通

过“故事背景；第一次造房车，我和跳跳的第一次旅

行（草坪生日party）；第二次造房车，我和跳跳的第

二次旅行（认识我们的好朋友）；第三次造房车，我

和跳跳的第三次旅行（跳跳比赛）；我们的收获（幼

儿和教师）”进行课程故事的叙述，可以发现教师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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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原始资料进行粗加工，历程性地呈现课程实施中

的整个过程。尽管课程故事都是发生在课程实施过

程中的真实事件，然而并非所有发生在课程实践过程

中的真实事件都可以成为课程故事的。正如学者刘万

海所言，在教育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掺杂

一些必要但相关不大的日常活动环节，它们只是确保

了整个事件的连续性与完整性，而对于要表达的教育

主题（如教师信念、制度合理性、师生行为及关系模

式）却体现较少[12]。因此，课程故事要表达主题，必

定要对课程实践中发生的事件进行选择与裁剪，才能

使故事更聚焦。第二，泛泛而谈，课程故事内单个课

程事件叙述浅表化。例如，在中班课程故事《布的奇

妙世界》中，教师叙述“棉花和蚕丝怎么变成布”的

事件：“首先要用纺车将棉絮变成棉线！但其实小朋

友们还是不清楚纺车的原理，因为我真的找不到实物

的纺车给他们进行探究。我还跟孩子们介绍了机器纺

车，告诉他们机器纺车可以将蚕丝和棉絮变成线，而

且效率更高。最后就是把线变成布，孩子们还亲自动

手在小小织布机上体验了一把。”在这段叙述中教师

只是按照时间顺序平铺直叙了事件的大致流程，叙述

平淡，浮于表面，缺少深度加工。事件中教师的思考

在哪里？幼儿语言有哪些？幼儿学习中遇到了怎样的

困难与问题，情感体验怎么样？等等，我们无从所

知，教师叙述该事件的意图也难以明了。

（三）课程故事流于形式，反思浅显空泛

课程故事与一般故事的区别关键在于课程故事中

蕴含着教师对实践的反思、领悟，以及重述故事时的

再反思，这种“双重反思”使得教师在撰写故事的过

程中重新认识教育，意识自己缄默的教育观念，促进

自身观念的更新和教育经验的积累[13]。然而，笔者在

实践中发现，幼儿园教师的课程故事常常表现出反思

浅显空泛，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例如，在大班课程故

事《青菜生长记》中，教师的课程反思是“孩子感

悟：好玩儿、好吃、好看；家长感悟：系列活动，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很有趣；教师感悟：满足幼儿好

奇心、自主感、成功感、玩中学”。又如，在中班课

程故事《我的蔬菜朋友》中，教师的课程反思是“生

活经验是孩子学习的源泉，挖掘孩子生活经验是引导

孩子们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作为老师根据孩子的兴

趣推进项目也是一件极为开心的事情”。再如，在大

班课程故事《邂逅马蜂窝》中，教师的课程反思是

“生活处处皆课程，一系列的活动也将孩子、家长和

老师融合在一起。细心守护孩子的求知欲，老师往后

退一步，支持和引导孩子自主探究，让探究成为一种

习惯”。从以上三篇课程故事的反思可以看出，教师

的反思叙述浅表化，浅尝辄止，浅显空泛，流于形

式，难以体现教师深入反思课程事件的痕迹。

三、幼儿园课程故事叙述的对策
（一）内容选择要有意义，主题核心要凸显

一是选择有意义的课程事件。课程事件构成课程

故事的内容，面对繁多的课程事件，教师需要对课程

事件有所选择，才能使故事更聚焦于主题，进而促进

主题表达的清晰化。第一，所选择的课程事件要有情

节性。所谓情节性，即指事件要有矛盾冲突及其化解

过程，情节曲折、生动的故事更引人入胜。例如，

在中班课程故事《布的奇妙世界》中，教师可以选

择“谁的布最光滑比赛”事件，因为在该事件中，幼

儿经历了“初选布——第一次运用‘扯一扯’办法比

较——第二次从科探室借来放大镜比较——第三次将

布的‘小洞洞’放大进行比较”，该事件中，幼儿会

不断遇到问题，提出方法，做出尝试，经历失败，并

最终收获成功。第二，所选择的课程事件要有启发

性。正如我国学者丁钢所言，如果叙事可以达到这样

的境界，即不仅在讲述某个人物的教育生活故事的

过程中解释一系列复杂的教育场景与行为关系，而

且“照亮”了某个人物在此教育场景中的“心灵颤

动”，可以给读者一些精神震撼，那么这就是非常好

的叙事了[14]。因此，所选择叙述的课程事件本身要具

有一定的启发性，即事件能够引起叙述者、听者和读

者的精神震撼，引发共同的交流与思考。其中，具有

启发性的课程事件不仅包括成功的课程事件，还包括

困惑问题事件，甚至是失败的课程事件，以避免课程

故事内容的单一化。例如，在小班课程故事《雨》

中，教师可以选择“雨点是什么样的？”事件，因为

在该事件中幼儿在多感官感知雨的特征的基础上，可

以通过丰富的语言表达对雨的想象，能够启发教师思

考“想象”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及价值。

二是凸显课程故事的主题核心。马克斯·范梅

南认为，主题是经验的焦点、意义和要点，是对意

义的需求或渴望，是我们可以获取其意义的意识，

是对事物保持一种开放性，是创造、发现和揭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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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过程[15]。主题是“生活暗示给作家的一种思想”

（高尔基语），作品的主题总是和某种观念化的思想

相联系，主题赋予作品以“深度感”[16]。因此，幼儿

园课程故事的主题是教师基于真实的课程事件，揭示

课程事件的意义，表达个性化的教育思想观念的过

程。一个好的课程故事必然要凸显课程故事的主题核

心。例如，教师可以从真实的课程实施中聚焦“如何

提高师幼互动的质量”“教师如何支持幼儿的深度学

习”等视角，结合真实的事件来叙述生动的课程故

事，凸显教师在实践中如何关注与支持幼儿，如何通

过有效的路径与策略支持孩子的学习。课程故事不是

对课程实施的线性回顾，也不是对课程实施过程性材

料的简单堆积，课程故事之所以是“故事”，一定要

有故事的基本要素——主题，一定要对课程实施的原

始事件进行筛选与取舍，以期通过课程故事生动地表

达教师的教育观点与思考。

（二）突出关键内容，叙述方式多样化

一是突出关键内容。突出课程故事的关键内容能

够让课程故事更聚焦。具体来说，第一，使用描述性

语言，让课程故事真实而生动。描述性的语言将事件

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能体现故事的具体性和真实

性。例如，在中班课程故事《布的奇妙世界》中，教

师可以深描“谁的布最光滑比赛”事件中幼儿“第二

次从科探室借来放大镜比较”中的幼儿语言、表情、

动作，并且可以通过播放事件中的视频，展示照片

等，留心一些细节的描述，将关键内容原汁原味地、

生动地呈现出来。第二，使用感性语言，赋予课程故

事以美感。感性的语言描述能为课程故事的关键内容

锦上添花，从文字中透露教师的情感态度、教育观

念。例如，教师可以使用富有情感色彩的词语，如满

面春风、乐滋滋、心事重重等；可以运用一些修辞手

法，如隐喻、比喻、对比、反复、设问等，表达个人

的教育理念，个性化的教育体悟，抒发教育情怀，增

加关键内容的感染力。

二是叙述方式多样化。就课程故事的叙述方式而

言，教师具有多样化的选择。例如，教师可以采用夹

叙夹议的方式，将自己对课程事件的理解和反思插入

到相关的课程事件叙述当中，情节叙述中夹杂教师个

性化的议论，议论又立足并深化了具体的情节，能有

效避免情节描述的枯燥性和教师议论的空泛性，使得

课程故事更生动活泼。另外，教师还可以采用顺叙、

倒叙、插叙、平叙、补叙等多样化的叙述方式，增加

课程故事结构的丰富性，牵动听者和读者流动的思绪

情感，给予听者和阅读者不一样的体验。

（三）循序渐进，反思走向深层次 

日本学者佐藤学给予“故事”高度的评价，他认

为，“故事”的样式赋予教与学这一经验以意义，促

进着这种经验的意识化和反省[17]。研究者认为，只有

通过反思才能创造出“故事”[18]。因此，深层次的反

思无疑可以促进课程故事意义的升华。已有研究表

明，虽然学者们在反思水平的等级划分问题上存在争

议，但是几乎都对反思有三个层次——技术层面、情

境层面、辨证层面表示赞同[19]。其中，反思的第一个

层次是技术理性，主要针对为了实现教育目标而考虑

的方法、技巧方面的问题以及理论发展；第二个层次

是情境层面，主要是指对课堂教学实践的一些假设、

趋势以及教学策略使用效果的反思；第三个层次（也

就是最高层次）的反思——批判性反思（辨证层面）

是指对直接或间接与教学实践相联系的道德、伦理方

面的问题的反思[20]。因此，笔者认为幼儿园课程故事

的反思应当从技术层面走到情境层面，并走向辨证层

面。需要注意的是，情境层面的反思虽然不是最高层

次的反思，但依然有其价值。故为了促进课程故事反

思走向深层次，笔者基于反思的情境层面和批判层

面，提出如下叙述对策。 

一是课程故事的反思要达到情境层面。第一，对

影响幼儿学习与发展的具体事件进行反思。例如，在

小班课程故事《雨》的“雨天的创作”课程事件中，

幼儿积极参与，大胆表现，创造出了一首优美的散文

诗，教师可以反思该事件中幼儿的表现、教师的支持

以及幼儿表现与教师支持之间的关系等，如“对幼

儿的语言回应是否适宜？”“为幼儿雨天作诗所提

供的材料是否适宜？”第二，对具体教育情境下的决

策进行反思。马克斯·范梅南认为，当我们在一种情

境中遇到一个孩子需要我们采取行动时，通常的经验

是在我们真正知道了我们做了什么之前我们就已经行

动了[21]。因此，教师需要对具体教育情境下的决策进

行反思。例如，在中班课程故事《小兔子“跳跳”的

房车旅行记》中，教师组织全班幼儿为小兔子制作房

车的决策值得教师进一步思考：“这种决策是否适

宜？”“采取该决策的背后体现了何种教育理念？”

等。第三，根据先进的教育理念对课程事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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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判断。先进的教育理念能够帮助教师敏锐地发现问

题、深入反思、挖掘事件本质。例如，从高宽课程

“主动学习”理论的视角来反思幼儿的学习；从项目

课程的理念来反思集体教学；从生态学的视角来反思

区域活动等。

二是课程故事的反思要走向辨证层面。第一，关

注课程中涉及道德、伦理以及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

如课程事件中的公平、平等、自由、人道主义等问

题。例如，教师可以就课程事件中发生的幼儿欺负行

为事件，反思教师自身的伦理责任。第二，系统性地

质疑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假设、标准或者规则。

例如，随着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幼儿的主体

地位日益得到彰显，很多幼儿园教师将幼儿的兴趣

作为生成课程的源头。在小班课程故事《雨》中，10

个课程事件都是教师追随幼儿的兴趣而生成的课程。

就此，教师应该质疑“课程应该完全追随孩子的兴趣

开展吗？”“生成课程与幼儿的兴趣之间是怎样的关

系？”等。第三，就问题事件提出多种方案以及不同

的观点。在这里，问题事件不再停留于被叙述的状

态，辨证层面的反思要求教师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

问题事件并提出多种系统化的问题解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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