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活动设计



PART ONE

幼儿园综合教育活动

PART TWO
幼儿园整合教育活动



       在活动室的一角，杨老师在泡沫板上布置了风车的步骤图，小朋友们很快被吸
引住了，开始自己做风车。看着自己制作的风车转动起来，小朋友们都非常高兴。
       过了几天，小朋友们对制作风车的兴趣渐渐淡下去了。杨老师又在墙壁上布置
了各种各样风车的图片，以及一些我国有特色的民间风车，并且在上面提了两个问
题：“风车是哪个国家的特色？风车有什么用？”同时，留出了一个版块——“我
设计的风车”。
       各种风车图片吸引了小朋友们的注意，有的问：“这种风车怎么跟我们的玩具
风车不一样呢？”还有的非常好奇：“风车下面怎么像房子一样？”孩子们议论起
来，“我知道这个是荷兰的风车，它可以发电的，发出来的电可以通到每家每户。”“妈妈告诉我，这种风车是
荷兰有名的景点。”辰辰还找了一个放薯片的空筒做起了荷兰式的风车。铭铭则去找了一个小的皮鞋盒子，和皓
皓一起合作设计起了风车，安安设计了向日葵形状的风车……
       当幼儿对制作单一的风车不再感兴趣的时候，杨老师不是追随幼儿把材料撤掉，开展下一个活动，而是进一
步去挖掘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加以拓展，来引发幼儿进一步的探索。杨老师通过投放不同的风车图片激发幼儿继续
探索学习的兴趣，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让他们通过观察比较了解风车的不同外形和不同功用，通过多种渠道了解
风车历史，通过自己想象还制作了各种不同的风车。《纲要》明确指出，幼儿园教育活动的组织应注重综合性、
活动性和趣味性。围绕幼儿生活而开展的综合主题教育活动和整合教育活动成为幼儿园教育的重要手段。

风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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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综合教育活动



PART

01 一、综合教育概述

（一）综合教育的内涵

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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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层次的综合是完全打破学科和领域的界限，以主
题或活动为中心组成课程（即综合教育课程），把学习内
容融会成一种新的体系。

（2）综合教育作为一种教育观
念或指导思想时，并不否认分
领域的教育，而是试图建立各
领域的联系，使领域之间的界
限变得更有弹性，分与合可以
根据实际需要而灵活变化。

（3）在以某方面的教育为主的活动中，
充分挖掘过去被大家忽视的其他方面的
教育价值，也是一种综合。



PART

01 一、综合教育概述

（一）综合教育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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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教育课程就是把教育的主题、客
体、中介及家庭、社会环境等各种教育要
素综合起来，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以各
领域的知识内容为主导线索，有机地构成
一系列教育主题，在强化课程整体系统功
能的思想指导下对幼儿实施教育。整合的
理念是这一课程最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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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综合教育概述

（二）综合教育的意义

  有利于提高教  育的整体效益

   有利于提高幼  儿的学习效率

21

 有利于促进幼儿 观察力、概括力、   创造力的发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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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综合教育概述

（三）综合教育的特点

集中性

联系性

整体性  1.

  2.

  3.



PART

01 二、幼儿园综合主题教育活动概述

（一）综合主题教育活动的建构

1．综合主题教育活动的课程目标

       幼儿园的综合主题模式，以促进幼儿整体发展为目标、促进幼儿课
程优化为基本宗旨。

2．综合主题教育活动的课程实施

综合主题教育最重要的特点是由“综合”与“主题”两个侧面构成。



PART

01 二、幼儿园综合主题教育活动概述

（二）综合主题教育活动的特点

1．知识的横向联系 2．整合了各种教育资源

3．生活化、游戏化的学习

4．富有弹性的计划

       主题活动打破了学科领域之
间的界限，将各个方面的学习有机
地联系起来，这样幼儿所获得的经
验是完整的。

       主题活动往往整合了幼儿园内外各种
与教育内容紧密相关的资源。

       主题活动多来源于幼儿的生活。很多活
动都是需要幼儿去探索的，是幼儿所感兴趣
的，在实际操作中，幼儿都是边游戏边探索
的。

       主题活动是在对幼儿已有经验及
活动过程中的学习状况有充分了解的
基础上而展开的。



PART

01 二、幼儿园综合主题教育活动概述

（三）综合主题教育活动的类型

结构化程度较高的主题活动偏向于教师的
预设，而结构化程度较低的主题活动偏向于幼
儿自己的生成或是教师和幼儿共同生成。

主题教学活动结构化程度的高低，一方面
取决于设计开展主题教学活动的教师的综合素
质。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幼儿的年龄特点和经验
的储存量。

1．从主题活动结构化程度来看



PART

01 二、幼儿园综合主题教育活动概述

（三）综合主题教育活动的类型

幼儿园主题教学活动可分为预设型、半生
成型和全生成型。

然而，无论是预设型、半生成型，还是全
生成型，其划分都是相对的，在现实的幼儿园
主题教学活动中，它们是相互联系，甚至是可
以相互转化的。

2．从主题生成型来看



PART

01 三、综合主题教育活动的设计

选择与确定主题（一）

选择与确定合适的主题，是开展主题活动的第一步。在
选择与确定主题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有：

① 幼儿的需要、兴趣、生活，已有的经验等；
② 主题中蕴含的可能的教育价值、可能涵盖的教育内容；  
③ 教师的素质；
④ 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
⑤ 已经开展过的主题与该主题的联系；
⑥ 主题中蕴含着哪些可能的学科知识学习契机等等。



PART

01 三、综合主题教育活动的设计

       
       进入冬天下了一场大雪，虽只有一晚上，但是孩子们还是非常感兴趣，第二天来到学校就开始
讨论。由此，教师计划引导幼儿开始关于“雪”的主题活动。教师请小朋友们在桶里装上雪，分别
放在外面和室内，午睡过后，小朋友们发现室内的雪不见了，纷纷讨论起来，教师及时引导幼儿思
考：“为什么放在室内的雪不见了，而外面的雪还在？”“雪是怎么形成的，是怎么融化的？”等，
小朋友们马上说出了许多答案，这时教师引导幼儿：“我们去查找资料，明天交流，好吗？”
       将幼儿的需要、兴趣和能力作为活动的内容基础，把生活中的事件加工成具体情境，呈现在幼
儿面前，促使幼儿想知道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让幼儿迅速进入探究状态。同时，在主题实践
过程中密切注意幼儿的动向，观察其反应，发现其新的兴趣点，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协商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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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三、综合主题教育活动的设计

确定主题活动目标（二）

主题活动目标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幼儿园总目标、主
题中蕴含的价值、本班幼儿具体情况等诸多因素。一个有意
义的主题，教育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因此要从促进幼儿身体
动作、语言发展、社会性发展等诸多方面思考主题的价值，
并立足于幼儿的行为变化来确定主题的目标。



PART

01 三、综合主题教育活动的设计

       
       大班主题活动“海底世界”的活动目标为：
       1．通过参观或收集活动，知道海底有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了解海洋生物保护自己的方式，
激发对海底世界的探索兴趣。
       2．通过对海底世界的观察，能进行仿生联想，大胆表达海底世界的各种奇观。
       3．运用画、折、剪、贴等技能，发挥想象，进行个性化的审美表达与创造。
       4．在欣赏音乐的基础上，能创编表演各种海底生物的动作，并能大胆地随着音乐协调律动。
       5．能用各种方式表现自己对海底世界的认识，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和保护生态的意识。
       以上目标至少具有四方面潜在价值，即科学认知、语言表达、艺术表现与创造、社会性发展。



PART

01 三、综合主题教育活动的设计

选择主题活动内容（三）

主题内容的选择就是主题可包含的具体活动容量，它决

定着将以哪些类型的活动来组织幼儿的学习，以及学习哪些

具体的经验。

根据主题活动的目标、幼儿的需要和兴趣、可以利用的

教育资源等因素，设计一系列活动内容。一个涵盖课程领域

较广的主题，有利于幼儿获得均衡的学习经验，也有利于安

排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见下页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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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三、综合主题教育活动的设计

大班主题活动“海底世界”的活动内容 （部分）

序号 教学活动 区域活动 日常活动 游戏活动 家园活动

1 谈话：海洋里有
什么

在图书区提供有关海底
世界内容的书籍和图片

引导幼儿大胆提出有关
海底世界的问题，并收集
整理

收集海洋生物资料，观
看有关录像

2 参观海底世界 提供材料，让幼儿在建
筑角搭建海底世界

将幼儿参观海底世界的
录像反复播放给幼儿看，
进一步加深幼儿的印象

表演游戏：海豚表演

3 科学：各种各样
的鱼

在美工区里通过绘画、
折纸、拼摆、涂色等方式
表现各种各样的鱼

吃海带以及鲳鱼、鳊鱼
等海鱼

4 科学：海洋里的
生物

吃海带、海苔、紫菜等
海产品；收集各类海产品
的包装及食品（鱿鱼丝、
海米等），开办海产品展
览 会 ； 观 看 录 像 或 图 片
（如开采石油、晾晒海盐
等），说说海洋资源与人
们生活的关系

角色游戏：海洋馆 品尝海鲜，参观农贸市
场的海产品

5 让我们的教室成
为海洋世界

用废旧物品制作海洋生
物，丰富海底世界

引导幼儿用各种物品做
海洋生物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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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三、综合主题教育活动的设计

（三）主题活动方案结构（四）

主题活动方案包括主题名称、主题说明、主题目标、主
题网络及主题系列活动。主题系列活动指的是逐一设计主题

网中的各个活动，一个完整的活动设计框架要包括活动名称、

活动目标、活动准备、活动过程、活动延伸等。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在主题综合活动具体开展前列出的

主题活动名称、目标等是一种计划，在具体开展过程中，由

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可以进行相应调整。



PART

01 四、综合主题教育活动的评价

Ø（一）客观存在拼盘的现象
Ø（二）单元主题教育活动是一种
很复杂的教育活动过程
Ø（三）单元主题教育因地制宜
Ø（四）单元主题教研活动需要更
多的物资方面的设备



PART

01 五、实施综合教育应注意的问题

（一）综合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和方法

（二）各领域的教育内容必须自然联结

（三）综合教育并非抛弃所有的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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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幼儿园整合教育活动



PART

02 一、整合教育活动的建构

       “整合”是指在一个系统内各要素整体协调、互相渗透，并
使系统各要素发挥最大效益。例如，在幼儿学习过程中，提供
“整合”的课程，就是将知识、技能、能力、情感多方
面内容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互通互补，
以产生最大的学习效益。



PART

02 一、整合教育活动的建构

       但无论是综合主题活动中的“综合”还是五大领域教育活动
中目标、内容“整合”，在现实中都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提供了幼儿学习的机会，却忽视了各个领域的知识
传授和能力的培养。

       第二、过于注重某些领域的知识和能力，而忽视了
整合课程内容之间的联系。

       第三、许多课程试图进行小范围的整合，如从语言的角度
去整合社会和认知内容，从艺术的角度整合相关领域的内容，这
种做法在整合过程中造成了领域内容重复的现象。



PART

02 二、整合教育活动的概述

      
       在谈论整合课程理论时，首先需要澄清两个概念：一是课程整合，也称课程综合；
另一个是整合课程。
       课程综合是一种课程设计的技术或行为，而整合课程是一种课程的模式。课程综
合，强调的是课程内容的有机联系，使课程内容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注重教育影响
的整体性。而整合课程是将课程系统中各个要素及其成分之间形成有机联系，相互渗
透、相互结合，成为整体的课程，即各领域、各方法兼重并纳、协调统整、相互为用。



PART

02 二、整合教育活动的概述

（二）
（一）

     “整合课程”是一种灵
活的新课程形式，它不只
是教材的单因素整合，而
是教师、幼儿、教材、环
境的整合，是一种动态的、
生长性的“生态系统”。

      幼儿教育是以3～6岁的幼
儿为对象的教育。幼儿的身心
发展特点和学习特点决定了幼
儿教育必须是整体性的教育。
      对幼儿教育而言，尽可能
地加强教育的整体性，是符合
幼儿学习的特点和需要的。

       目标的整合是教育整合的基础。目标的整合直接
影响教育内容的整合，进而也影响教育方法和形式的整
合。终其最终的教育目的，就是让孩子学会学习，学会
搜集信息，学会生活。

整合课程的
    概念 整合课程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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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三、整合教育活动的设计

（一）教育目标的整合

       如《纲要》中把教育目标划分为健康、语言、
社会、科学及艺术五个方面。整合教育活动把五
领域的教育目标进行了多领域的、有机的、整体
的规划，并将五领域目标与幼儿的八种智能对应
起来，从总体教育目标到现实的活动目标是一个
整合——分解——整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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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内容的整合

1. 领域内的整合
2.  领域间的整合

3.  超领域的整合



PART

02 三、整合教育活动的设计

（三）教育资源的整合

       教育资源的整合是与教育内容紧密相关的，
教育资源中蕴涵了多种教育内容，对教育资源的
整合，有利于教育内容的整合，有利于拓展幼儿
教育的空间，丰富幼儿教育的方法、形式和手段。
整合课程要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利用率，从幼儿
园、家庭、社区等地方寻找丰富的教育资源，不
能仅仅局限于幼儿园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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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三、整合教育活动的设计

（四）教育方法、形式及手段的整合

       方法、形式及手段的整合可以体现在整合教
研活动的设计过程中，也可以体现在教育活动展
开的过程中，但较为重要的是现实的教育活动中
进行的整合。方法、形式及手段的整合以提高教
育的成效为目的，避免方法、形式和手段的单一
和刻板。



PART

02 四、整合教育活动的实施

（一）把一日活动看作是一个教育整体

       
       幼儿在园的一日活动包括了多种多样的活动。这些活
动可以大致区分为专门的学习活动、游戏活动及生活活动。
这些活动在幼儿的发展中都具有特殊的价值，起着特定的
作用，也是幼儿园课程实施不可缺少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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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教育内容之间的整合

       
         内容的整合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课程中前后内容之间  
  的联系，即内容的纵向联系；二是不同的、相关内容之间  
  的联系，即内容的横向联系。课程内容联系和整合的形式
  很多，前面所讨论的领域内的教育内容的整合、领域间的
  教育内容的整合和超领域的教育内容的整合，均属横向的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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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四、整合教育活动的实施

（三）在现实的、多样化的活动过程中实现整合

 1.

 2.

对活动的开发和创新

注重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法等的生成

       良好的活动应该是目标、内容、环境、材料及方式、方法等基
本要素有机结合的、幼儿全身心投入的过程。

       活动目标、内容和方法等的生成，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目标、
内容、方法、形式及手段等的整合，即把计划的目标、内容、方法、
形式及手段等与非计划的、即时性的目标、内容、方法、形式及手
段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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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五、整合课程理论与其他课程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一）与“一日生活皆课程”理论区别

      幼儿园整合课程的过程，就是融生活、游戏、学习为一体的综合过程。生活活动是幼儿园课程设计和
实施的现实背景，是幼儿在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晨间活动、用餐、午睡、日常劳动等都是幼儿在园
的生活活动。如果课程脱离了幼儿生活，就难以产生教育，难以落实科学的教育目标。幼儿园课程事实
上就是幼儿发展的生活世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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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综合主题课程理论区别

       整合课程是在综合主题课程的基础上发展的，并丰富和完善了主题课程，弥补主题课程可能存在的
领域间、时间上的纵向联系的间断性。
       在整合教育中，可以以主题为主线进行多种教育活动的整合，将集体教学活动、环境创设、家园共
育、区域活动和日常活动都视为课程的组成部分，并进行有机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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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分科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我们必须注意克服教育中常常出现的那种以偏纠偏的思维
定式，要么片面强调整合或分科的优点，要么试图取代对方，
这些都是不可取的。解决问题的关键立足于人是整体、教育是
整体、生活是整体的观点，在课程开发和教学中采取实事求是
的态度，该整合的坚决整合，该分科的坚决分科，整合中有分
科，分科中有整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