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幼儿园主题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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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是通过具体的、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的设计

组织和实施实现转化的。幼儿园教育活动是指幼儿园中

各种类型的、具有教育价值的活动，不论是有目的、有

计划的活动，还是无计划却有教育意义的活动。

本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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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主题活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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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主题活动是一种立足于幼儿园园所和园所所在社区的实际条件

和相关资源，围绕一个明确的中心，以幼儿为主体，合理地整合健康、

语言、社会、科学、艺术领域的教育目标，恰当地选择教育内容、教

育方式和方法，科学地组织与实施教育过程的一种幼儿园课程。主题

活动是围绕某个“中心”形成的一种课程，这个中心可以是一首歌曲、

一个故事、一个事件、一个事物、一种现象……总之，是贴近幼儿生

活的来源。主题活动的开展和推进也不会遵循学科的线索，而是以幼

儿的兴趣转变和经验发展为线索。

含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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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点
：

•主题活动知识的横向联系性

•主题活动计划的弹性柔韧性

•主题活动资源的多元整合性

•主题活动实施的灵活多样性

•主题活动全过程的幼儿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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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幼儿园主题活动的主题来源包括：

• 幼儿生活：玩具、图书、朋友、服装、食物、家庭、小学校、身体等。

• 社会生活：旅游、通讯、交通、工具、标志、气象、消防、戏剧等。

• 社会环境：小区、超市、商店、图书馆、书店、公园、医院、桥等。

• 自然环境：植物、动物、江河湖泊、沙、土、岩石等。

• 自然现象：季节与时间(钟表、日历等)、天气(雨、风、雪) 等。

• 节日与事件：节日庆祝活动、民俗、联欢、新闻与偶发事件等。

• 科学概念：旋转、高度、浮力、磁铁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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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会热点主题：如“福娃迎奥运”

• （二）重要议题主题：如“我的小白牙”“可爱的消防

员”

• （三）动物植物主题：如“蜗牛”“落叶飘飘”

• （四）节庆节气主题：如“快乐过大年”“多彩的秋天”

• （五）社区环境主题：如“我要上小学了”“参观邮局”

• （六）社会产品主题：如“公共汽车”“好玩的报纸”

类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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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性原则

•（二）整合性原则

•（三）生成性原则

•（四）活动性原则

•（五）可操作性原则苏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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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教师的教学为主线的主题活动

以教师为主的主题活动相对较多地体现教师的计

划性和指导作用。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对幼儿的观

察，以及自己对幼儿发展特征的理解，以专题或

主题的形式编制课程网络，将幼儿发展的各个方

面或者各个学科综合到主题活动之中。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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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幼儿自我探索为主的主题活动

这类教育活动以幼儿自发生成的活动为教育活动

的主体，相对较多地体现幼儿的兴趣和需要，教

育活动的结构化程度相对较低，在课程计划和实

施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加入教师的参与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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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有两种特征的主题活动

兼有两种特征的主题活动是将上述两种不同倾向的教育

活动有机地结合成一体，能较好地反映幼儿与教师、幼

儿与幼儿以及师幼双方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使主题

活动具有的长处得以充分的体现。将两种不同倾向的教

育活动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其要点是处理好幼儿生成的

学习任务与教师预定的教学任务之间的关系，即处理好

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其期望达成的结果是使社会对

幼儿的教育要求与幼儿的需要和兴趣尽可能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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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主题活动

组织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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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的确定与命名

•（二）主题网络图的编制

•（三）主题活动目标的制定

•（四）主题活动内容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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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的确定与命名：

•选择的主题一定要充分考虑幼儿的需要与兴趣，应与

幼儿的已有经验与能力相适宜，贴近幼儿生活实际。

•主题名称应避免成人化倾向，用幼儿熟悉、喜欢、容

易记住的名称。

• 例如，以“颜色”为主题，可以结合中班幼儿对颜色的兴趣与经验，引导

其对颜色进行深入有趣的探索，如从“颜色在哪里”“ 色彩游戏”和“颜

色的联想”等方面开展。因此，将主题活动名称命名为“颜色躲猫猫”可

以很好地将“颜色在哪里”“ 色彩游戏”和“颜色的联想”等探索层面整

合在一起，通过这个名称既突出主题活动的目的，又用幼儿化的名称，激

发幼儿的好奇心，鼓励幼儿用各种方式探索颜色和色彩的变化。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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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题网络图的编制

•主题网络图是指由许多下位概念或主题编制而成的图。

编制主题网络，主要是将与主题有关的知识经验或概

念，经过归纳整理，以网状的形式将这种关系和联系

直观形象地呈现出来。

•主题网络图的编制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其内容的丰

富和完善贯穿于主题活动实施的始终，在主题活动的

设计过程中，并不可能形成完整的主题网络图，而只

是将已经形成的线索、活动方向进行归纳、整理，组

成基本架构，为活动的进行提供基本的结构和线索支

持，是其他后续设计活动继续进行的重要依据。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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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题网络图的编制方式：

• （1）以要素为线索建构主题网络图

• （2）以活动为线索建构主题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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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题网络图的编制方式：

• （3）以问题为线索建构主题网络图

• （4）以情境为线索建构主题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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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题网络图的呈现形式

• （1）树形主题网络图

树状主题网络图“伞的世界”

苏
州
幼
专
幼
儿
园
课
程
教
学
团
队



2.主题网络图的呈现形式

• （2）发散形主题网络图

发散形主题网络图“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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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题网络图的呈现形式

• （3）表格式主题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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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题网络图的呈现形式

• 根据上述主题网络图的编制方式与呈现形式，中班主题

“颜色躲猫猫”的主题网络图，以树形主题网络图为例，

可以绘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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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题活动目标的制定

主题活动目标的制定应遵循下述5个要求：

• 1.目标的涵盖面要广，应包括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动

作技能和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学习。

• 2.目标要具有针对性和整体性，既要突出该主题的核心领域

目标，也要体现其他2个及以上领域的要求。

• 3.目标要比具体活动目标更上位，同时也要具体、可操作。

• 4.目标要以幼儿为主体表述。

• 5.目标数量一般为5-7条。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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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班主题活动“颜色躲猫猫”的主题目标：

（1）能用简单的语言描述对颜色的认识，喜欢关于色彩的故事，尝

试想象续编故事，乐意向同伴表达想法和意见；

（2）正确认识颜色，初步认识彩虹的自然现象，乐于探索周围事物

中的颜色；

（3）能尝试进行颜色配对，在调色试验中感受色彩变化；

（4）感知名画的情景氛围，能尝试运用不同工具材料进行造型、构

图、染色等创造性活动；

（5）感受有关色彩乐曲的乐句、旋律，并尝试表达对音乐的理解；

（6）了解颜色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能够表达对不同颜色的感觉；

（7）乐于参加色彩游戏，发展动作的灵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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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题活动内容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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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环境创设

幼儿园主题活动下的物质环境创设主要包括主题

墙的创设、主题区角的创设、以及家庭、社区环

境资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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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墙创设应满足以下两个基本要求。

（1）布局要科学规划、适当调整。主题墙一般分为几个有机联系的版块，但

是因为主题墙大小有限，因此教师要提前规划好各个版块的大致幅面，以免

过于拥挤和胡乱拼贴。比如调查问卷或幼儿作品一类的，在展示一段时间后

可以做成一本册子，供幼儿随时翻阅，还可以做成二维码，家长和幼儿在家

也可以了解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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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度要考虑幼儿的视线和高度。适宜高度的主题墙方便幼儿去看、去摸、

去刷、去闻……进入幼儿视线的东西，幼儿才会有互动、探索的欲望，才能

在这过程中获得语言、社会性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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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墙创设应体现以下5个基本功能。

（1）教育功能。主题墙创设的教育目标与幼儿的兴趣、当前正进行的教学活动主题有

机地融合在一起，主题墙创设不仅能推动主题课程的生成、开展，还能成为幼儿学习

探究的记录板，体现“墙壁会说话”隐形教育价值。

（2）参与功能。幼儿是主题墙创设的主人，每一位幼儿都有参与主题墙创设的机会。

主题墙创设上要充分利用家长资源，请家长帮助收集与主题相关的资料与图片，调动

家长参与主题墙创设的积极性。

（3）互动功能。教师要做到创设与课程内容、课程进度相符的主题墙，巩固课程内容

的实施与发展，根据幼儿不断变化的兴趣和关注点以及课程内容的进度，让主题墙和

课程进行互动。

（4）变化功能。主题墙的创设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经过主题产生、主题发展、主题

完善的过程，它应记录着幼儿活动和经验的建构过程。所以在师生共同创设主题墙的

时候，要善于留有空白，以便适应幼儿兴趣需要而发生变化，以便适应主题的丰富和

新主题的派生，进一步引导主题活动不断深入，在动态中展示幼儿的学习轨迹。

（5）审美功能。主题墙的创设应布置合理、色彩协调、构图精巧，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主题墙中直观、简洁、鲜艳的图片更适合小班幼儿；对于中大班幼儿来说，教师在选

定主题后可根据幼儿的兴趣和发展需要，放手让幼儿设计和布置主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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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区角的规划与布局应满足以下3个要求：

•（1）活动区角分布应有层次的支持幼儿不同经

验的建构。

•（2）活动区角的的规划应体现幼儿的参与。

•（3）主题式活动区角的的布局应支持幼儿经验

建构的关联性和均衡性。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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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区角的材料投放要体现以下4个特点：

•（1）材料投放应发挥幼儿的主体性；

•（2）材料投放与调整应符合幼儿的经验水平；

•（3）材料投放应与主题活动的进程相辅相成；

•（4）增加投放区角材料的情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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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区资源是幼儿园教育不可或缺的资源，

在创设主题环境的过程中，幼儿园应充分利用家

庭和社区的资源。

例如：“颜色躲猫猫”主题环境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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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活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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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教学活动过程可以分为以下4个步骤:                   
•（1）教学前，教师要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集中幼儿

的注意力，组织教学。

•（2）教学中，教师通过启发、引导和提问等方法，学

习相关的知识、形成相关的概念。其中，教师讲解概

念，传授相关知识，帮助幼儿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是

教学中的重点。

•（3）教学中的延伸，教师指导幼儿运用所学的知识解

决生活的实际问题，把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

提高幼儿的能力。

•（4）教学结束，教师启发联想，提高幼儿思维水平和

再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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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长工作开展

在主题活动实施阶段，家长参与的活动主要有以

下几种：

•1.家长参与主题资料的收集。

•2.家长助教活动。

•3.亲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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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主要有以下活动形式：

•（一）总结谈话活动

•（二）分享活动

•（三）展示活动

•（四）资料整理

•（五）主题方案评估

•（六）教师反思苏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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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主题活动

教育价值与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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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活动的教育价值

• 幼儿园主题活动打破了传统分科课程教学中的学科界限，

可以横向辐射至各个学科或领域的知识或经验，符合幼儿

整体认知和感性体验的学习特点。

• 不论是教师预设为主还是幼儿生成为主，幼儿园主题活动

的实施都是教师与幼儿共同参与完成的，在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贴近幼儿生活的主题活动中，教师的创造性得到

发挥，幼儿的主动性得以尊重。

• 主题的推进与发展是教师的知识经验与幼儿的兴趣需要之

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师幼在主题活动中共同建构各自的经

验，实现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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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题活动组织中存在的问题

• （一）教师主题活动中的生成意识淡薄

• （二）主题网络缺乏儿童生成性设计

• （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内容有五大领域课程拼凑现

象

• （四）较多高结构化教学忽视了幼儿的学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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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题活动常见问题之解决策略

• （一）选择源于生活的主题，关注幼儿全面发展。

• （二）设立适宜的主题目标，瞄准幼儿“最近发展区。”

• （三）注意活动设计的系统性和层次性，避免五大领域

的“大拼盘”。

• （四）注重幼儿的实际操作，促进幼儿自我发展

• （五）重视教师职业水平的提高，促进幼儿园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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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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