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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分享课程故事能够推

动教师专业成长。 那么，什么是

课程故事？ 怎样才能写好课程故

事？ 我认为，作为一名幼儿教师，

只有真真切切地参与到幼儿的一

日生活中，倾听幼儿、陪伴幼儿，

站在儿童的立场与视角关注幼儿

的成长与变化，拥有一双善于发

现的眼睛，同时勤于动笔、善于反

思、乐于比较，才能逐步提升课程

故事的写作能力。

一、课程故事是什么

课程故事不同于教育随笔，

后者是对教育教学中的某一点产

生思想火花后的随手记录，比如

教师在日常工作中的一些经验、

感悟、欣喜或是遗憾。 而课程故

事则是将一日活动中的具体事例

进行“还原”撰写而成，是对教育

实践的叙述、回顾与反思。 因此，

课程故事具有真实性、主题性、连

续性等特点。

课程故事由课程缘起、课程

内容、课程反思三部分组成，课程

内容往往包括幼儿的探索、教师

的思考与支持、课程延伸等。在撰

写课程故事的过程中，为了确保

故事主旨明确、脉络清晰，撰写者

往往会删掉与课程故事无关的内

容，讲究详略得当，追求故事性。

走深走实。通过反思的不断深入，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活动的价值

与意义。课程故事是属于孩子的，

只有扎实开展幼儿园一日活动，

才会自然“生发”出真实的故事。

要想充分发挥课程故事的作用，

就应扎根实践。 抓住幼儿园一日

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环节或事

件，把遇到的问题、孩子的反应、

教师的支持、孩子获得的经验等

进行详尽叙述和总结，让课程故

事有细节、有亮点。

例如，课程故事《学会分享》

的缘起，就是一次自主活动中孩

子们的争执。 诺诺大喊一声：“我

先来的，把这个玩具给我！ ”晨晨

也不甘示弱，哭着说：“我不给，为

什么要给你啊？ ”接着，两个小朋

友便争执了起来。 一旁的涵涵听

到两个小伙伴的争吵，说：“你们

别吵了！ 大家都是好朋友，应该

学会分享。 ”两个小朋友听后停

止了争吵。 教师抓住这一教育契

机，引领孩子们讨论“怎样玩玩具

最开心”这一话题，经过热烈讨

论， 孩子们总结出谁先拿到谁先

玩、商量好后交换玩具玩、合作玩

“对战游戏”等规则和玩法，了解

了分享与合作的重要性，这为幼

儿之间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打下

了基础。 之后，通过一次次主题

活动的实践，孩子们已然能够做

到与同伴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自主性增强了。 这说明主动

思考和善于思考的品质已经在幼

儿心中生根发芽。

只要踮起脚尖，就能更靠近

阳光。 作为幼儿教师，要有一双

善于发现的眼睛，关注一日生活

中幼儿感兴趣的事情，去倾听、去

观察、去发现、去引领。 聚焦课程

故事，师幼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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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故事对于教师专业

发展的价值

课程故事是教师总结记录教

育艺术、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的形

式之一。 一方面，可以通过撰写

课程故事直接提高教师的写作能

力，优化各类教育教学记录。 另

一方面，好的课程故事是对幼儿

成长过程中积极探索、求知、进步

的真实写照，可以为教师今后的

教育教学研究系统地积累第一手

参考资料，成为教师提升教研能

力的一种有效手段，从而推动教

师的专业成长与发展。
三、如何写出生动、个性化的

课程故事

现实中，如何写好课程故事

让很多教师犯难：有的教师有这

样的困惑，活动很受小朋友喜欢，
活动效果也不错，可当提笔记录

时却不知道从何写起；有的教师

经常“诉苦”写得太详细像“流水

账”，想要删减却又怕错失故事中

的亮点，实在不知道哪些该写、哪

些不该写；还有的教师写得“虎头

蛇尾”，起初撰写课程故事时劲头

十足，可随着进度的推进，写作热

情逐渐退却，最后不了了之……
为了写好课程故事，我们不妨试

试从课程故事的特点出发去破解

这些难题。

1.真实性是课程故事的“灵

魂”
教师在撰写课程故事时，需

要将围绕幼儿发生的课程实践进

行梳理，而这些内容是对真实教

育情境的再现，如果将课程故事

比作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真实

性就是人的灵魂。 事实上，无论

何种形式的教育教学记录，真实

性都是最基本的要求。 一个好的

课程故事必然是撰写者围绕课程

行为或事件，对课程实践的真实

反映，讲求的是实事求是。 例如

课程故事《冻不住的好奇心》中，

“孩子们发现幼儿园里有水的地

方都结冰了，在不同地方发现冰

的形状各异。 孩子们发现了一根

奇怪的冰柱，它有着细长的外形。
充满好奇的孩子对这个奇怪的东

西产生了兴趣，随之开启了一段

有趣的探究之旅……”这里记录

的正是孩子们真实的反应与探

索。 教师应将真实性作为基本原

则，以幼儿为主体，关注一日生活

中真实发生的事件。

2.连续性是课程故事的“双

腿”
课程缘起—幼儿的探索—

教师的思考与支持—课程延伸—
课程反思，从课程故事的组成结

构看，课程故事是循序渐进、环环

相扣、连续流畅的，最终能够完

整、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因其

具有连续性的特点，这就要求教

师无论是在课程实践还是撰写课

程故事时，都要保持耐心和细心。
撰写课程故事是有前提的，需要

有价值的课程实践，需要教师为

幼儿创设良好的环境，关注幼儿

的生活。 正如《3—6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中提出的那样：“成

人要善于发现和保护幼儿的好奇

心， 充分利用自然和实际生活机

会， 引导幼儿通过观察、 比较、操

作、实验等方法，学习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教师要

关注幼儿的生活经验，发现幼儿

的兴趣点与好奇点，抓住时机耐

心引导幼儿进行积极探索，并根

据幼儿的活动情况给予其适宜的

支持与引导，尊重幼儿的好奇心，
重视课程实践的过程，鼓励幼儿

通过探索获取知识。 撰写课程故

事时，要事先对课程实践的材料、
记录等进行细致的梳理，在撰写

过程中确保思路清晰、行文流畅，
最终写出完整连续的课程故事。

3.主题性是课程故事的“眼

睛”
一个好的课程故事必然是主

旨明确、中心思想突出的，读者在

阅读后，能够直接或通过思考获

知作者想要分享的道理、观点或

结论。 课程故事的出发点与落脚

点应围绕同一核心话题展开叙

述，换句话说，主题性应贯穿课程

故事的各个环节。 因此，作者在

撰写课程故事时要结合课程实践

的真实情况梳理出具体的核心话

题，分析、整理、记录幼儿在关注

核心话题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疑

问、 展开的探索以及教师的主导

作用等。 以幼儿为主体，抓住幼

儿在课程实践过程中个性化的展

现，从幼儿的视角出发，展现出幼

儿在语言、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和

特点，让课程故事具有独特性，避

免“千篇一律”。
从课程故事的特点出发，让

课程故事“活”起来的方法与模式

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另外，写好

课程故事非一日之功，教师平时

要多看、多听、多学，同时要做到

活学活用，理论联系实践，敢于下

笔尝试，才能不断提升写作能力

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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