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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近几年，幼儿园兴起了一股

撰写、分享课程故事的热潮。 作

为一线教师的我们，不断地在专

业期刊、相关公众号等媒介搜索、

阅读、学习课程故事，并尝试撰写

属于自己班级的课程故事。 在不

断地积累与反思过程中，我们发

现当下幼儿园课程故事的撰写主

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过度追求

故事的完整性，不可避免地忽略

了部分精彩片段的细节描述；二

是过度展示幼儿的高光时刻，有

意忽略了幼儿的失败时刻；三是

过度重视反思的高度，相应忽略

了评价的深度。基于以上问题，我

们提出了“真故事、真叙述、真反

思”三个解决策略。

一、真故事，关注真实细节描

述

什么样的课程故事会让人怦

然心动？ 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形

容：结构清晰，详略得当。 这就意

味着课程故事的撰写不能像记流

水账一样， 也不能毫无章法地进

行拼凑， 而需要逻辑思维与抉择

能力的支撑。

1.逻辑思维促结构清晰
明晰课程故事结构， 呈现顺

畅故事内容。 课程故事从“纵向”

看可分为故事缘起、 过程实录、

分析反思三个部分；从“横向”看

主要包括“谁、什么时间、什么地

点/环境 、做什么 、说什么 、想什

么”六个点。 在记录故事发生、发

展的过程中， 我们应注重对上述

结构要素的把握， 从而最大限度

地还原故事情境。 当然，一定要

避免为了保证各要素的面面俱

到， 而将所有教师和幼儿的全部

言语、行为都记录下来的误区，应

进行适当取舍，让故事结构合理、

脉络清晰。

□ 山东省烟台市市级机关幼儿园 张冠楠 张梅霞 孟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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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抉择能力助详略得当
课程故事的撰写应做到有核

心、有重点。 有核心意味着我们

需关注那些发起活动、在活动推

进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人或物；

有重点意味着需要强调活动中的

关键环节与典型行为。在撰写时，

要围绕核心环节，将教师看到、听

到、想到的内容记录下来，过渡环

节或非关键流程则可一笔带过。

以户外区域活动“泥水净化记”为

例，在“设置泥水净化装置”时，幼

儿发现户外仅有能过滤落叶、大

石块的筛子，没有可以过滤细小

泥沙和杂质的精密装置，于是决

定去活动室里寻找可用材料。 在

撰写课程故事时，我们省略了幼

儿从室外步入室内的过渡环节，

把重点放在孩子们寻找用于扎染

的布、湿巾、A4纸、卡纸、卫生纸

等材料，并尝试用这些材料过滤

泥水的环节。

二、真叙述，再现真实活动情

境

为了让故事叙述更顺畅，我

们往往会把注意力聚焦于幼儿的

“哇时刻”和成功时刻，而真正的

课程故事应直面事实进行记录和

描述。

1.聚焦理论，从真入手

课程故事虽然对读者而言通

俗易懂、妙趣横生，但对执笔者而

言，却需有相关理论的支撑。 在

课程故事撰写之前与撰写过程

中， 教师可有针对性地阅读相关

专业书籍。有一定的理论做指引，

教师对课程的理解力就会在潜移

默化中得到增强，而恰是这“无形

的手”，会让整个故事更聚焦、更

真实、更有意义。 在撰写课程故

事《泥水净化记》时，我们主要关

注了两方面的专业理论：其一，活

动中的科学元素含量较高，需掌

握大班幼儿科学领域的发展规

律；其二，幼儿活动全程聚焦“如

何将水净化得更干净”，则需要了

解“净化水的方式”等相关科学知

识。

2.视角转变，从实出发

课程故事不是“宣传片”而是

“纪录片”。 因此，我们不妨把关

注视角从幼儿的“成功时刻”转变

为“有意义时刻”。 放平心态，从

“真问题”入手，不避讳、不遮掩，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孩子们

在困境中怎样一遍遍寻找解决问

题的更优方案，才能发现自己在

幼儿活动中介入的不适恰，才更

有动力探寻更优的支持方案。 在

上述活动中，通过多途径过滤，孩

子们让泥水变得清澈了，本以为

这样的水就是最干净的了，但用

过滤水烧水后，水壶底出现了粗

糙、黄白相间的小点点（水垢），这

让孩子们意识到过滤水并非完全

纯净。 由此，孩子们在实践中获

得了新的经验与启示，也随即展

开了新一轮的探索。

课程故事的价值体现在课程

实施的过程中，所以，我们要妥善

处理实施过程与结果的关系，在

生发的问题、幼儿的表现与应对

策略、产生的效果之间建构起真

实、有温度的联系，助推教师在观

察、实践、反思的过程中不断实现

螺旋上升式发展。

三、真反思，助推活动向纵深

发展

撰写课程故事的反思环节

时，可以先从专业化、标准化的角

度入手，结合实际分析幼儿当下

活动的特点、价值与当前幼儿自

身的发展状况。 随后，从教师是

否支持、如何支持、支持得如何三

个方面分析教师的支持行为效

益。最后，思考下一步具体的教育

建议与契机，为幼儿活动的深入

开展打下基础。 比如，在“泥水净

化记”活动中，孩子们发现了浑浊

的泥水，采取“将泥巴区搬离”这

个最直接的方式解决泥巴继续融

入“河水”的问题。 针对幼儿搬离

泥巴区的创意，我的反思是这样

表述的：幼儿是天生的科学家，对

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有着与生

俱来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幼儿萌

发了转移泥巴区的愿望，需要解

决移到哪里、怎么移两个问题；在

实践中，幼儿通过制订计划、同伴

合作等方式，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积累了丰富的操作

经验。

任何课程故事的记录与反思

都应贯穿于课程的生发过程。 在

课程结束后再进行构思与撰写，

则不利于教师对幼儿活动细节的

深入挖掘，不能及时抓住幼儿活

动的“有意义时刻”，进而影响反

思的深度。 同时，随着信息技术

的更新换代，我们可以充分发挥

多媒体的优势，灵活运用文字、图

片、音频和视频等形式，最大限度

地还原活动过程，展现课程故事

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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