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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探主题实施之路，建构框架
三审指的是在了解儿童原有经验和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在链接《指

南》和幼儿学习与发展可能之间的内在联系上，对主题目标、内容及路径
开展研讨，力求形成主题的整体框架，以供教师参考执行。

1.审目标，以指南为准
确定了主题的具体方向，对照《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大班幼

儿学习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分析主题的核心价值，制定具有概括性、指
导性和可操作性的主题目标显得尤为重要，它能够指导教师如何分层落
实主题。我们对主题《病毒大作战》进行目标制定的探讨，在初次制定的
基础上，对照《指南》的要求，再次调整目标。

2.审内容，以经验为先
在审议主题的内容之前，主持人先抛出几个问题：选择什么样的内

容可支撑现有目标的实现？选择的内容是否链接了幼儿的生活经验？是
否盘活、利用了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带着这些有针对性的问题，老师们开
始对搜集到的内容进行甄选，考虑到领域的均衡性和活动形式的丰富多
样性，最终选取了11个集体教学活动，涉及了社会，科学，健康，艺术，语
言五大领域，搜集了相关的视频资料4个，还设计了丰富的区域活动帮助
幼儿主动建构对病毒的感性认知和致敬志愿者的情感，幼儿通过直接感
知、实践操作，亲身体验在新旧经验之间寻找成长关键点，以下这张图能
够清楚表达主题的框架：

3.审路径，以脉络为主
思路决定出路，主题活动的路径能够牵引各子主题的连贯实施，路

径对了，能让教师和幼儿少走弯路，形成整体的、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在
审议路径前，我们共同思考一个问题：主题的脉络是怎么样的？怎么样避
免单一的集体教学形式，避免脱离实际生活而灌输知识？掌握一个核心
经验，不仅要知其然，还要做到知其所以然，我们觉得先从集体教学入手
初步了解病毒是什么样的？病毒可能从哪里来？它是怎么传播的？再通过
讨论、调查、询问等手段引发思考：病毒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通过
亲子制作宣传画和区域活动等建构预防病毒感染的经验，注意健康饮
食，共同守护自然，善待动物等。最后用实例引发幼儿的感恩之心，升华
幼儿的社会性情感。

疫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考验和灾难，面对突发事件，对于生
命教育和生态教育不得不引起教育者的思考和重视，抓住时机，正确引
导幼儿敬畏生命，感恩成长，并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是作为学前教育人
的天职，我们责无旁贷。

三研：寻主题实施之源，理清思路
三研，指的是研儿童，研内容，研资源。做到这三研，可以让我们寻找到主

题实施的源头，通俗说就是为什么要开展这个主题，开展这个主题的依据是
什么，开展主题有哪些可行性的条件。

1.研儿童，以人为本
主题活动的预设者是教师，但参与者和最终受益者是儿童，离开儿童的主

题审议是纸上谈兵。对于新型冠状病毒，对于疫情防控，幼儿的兴趣点是什么？
他们的关注点有哪些？站在儿童视角，梳理他们对疫情的未知和疑惑，识别幼儿
的现有经验，链接《指南》，可以从科学认知、身心健康、社会情感三方面回应幼
儿的真实体验和发展需要，对接下来引发的儿童学习与发展可能性进行思考。

2.研内容，以质为要
大班幼儿求知欲望强烈，情绪情感日益丰富，而且已具有独立判断事情

的能力，能爱护身边的环境，有关注社会事件的真实需求。仔细聆听教师对幼
儿发展可能性的分析，预判教育价值点，聚焦主题创生内容。

整理老师们的对话，发现涉及的内容有了解病毒，保护自我和致敬英雄，
经过一致商议，认为可以开展主题《病毒大作战》，从病毒是如何传播的话题
切入，重点探究防疫经验和卫生习惯，关注抗疫故事，并引导幼儿感恩身边的
疫情抗击英雄。

3.研资源，以适为宜
一个主题从设计、实施到完成，是家庭、幼儿园、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过

程，脱离幼儿园以外可利用资源的主题审议是闭门造车。主题前审议其中一
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盘点可利用的现有资源，以确保主题顺利高效地完成。通
过审议，我们觉得可挖掘利用的资源如下：

物质资源：全民抗击疫情的视频、建造雷神山医院的短片、七步洗手法的
视频、疫情图鉴等，自制绘本《防病毒小妙招》、绘本《一个叫冠状病毒的坏家
伙》和《妈妈要去打怪兽》等。

家长资源：抗疫一线的医生家长、警察家长、社区工作家长等。
视频、短片和绘本能够帮助幼儿直观感知和再次回忆全民抗击疫情的决

心和场面，能够直击人心并唤起幼儿的情感认知；家长述说的抗疫故事更加
具有真情实感，这些都将是最宝贵且最有说服力的教育资源。

疫情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发策略
顾海静 象山县天安幼儿园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猝不及防，很多医务工作者、警察等人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损失。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化“危”为机，待
到疫情结束，带领大班幼儿回顾这一次特殊的人生经历，挖掘有价值的教育点，并转化为促发幼儿生长与
发展的学习点，我们通过三研三审的形式，对疫情背景下的大班主题活动展开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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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惑

病毒在哪里？
哪些地方有病毒？

为什么叫新冠病毒，是因为
病毒长得像皇冠吗？

病毒从哪里来的？
怎么才能赶走病毒呢？

为什么要戴口罩？
以后一直要戴吗？

我有点咳嗽发热，是被病毒
感染了吗？
怎么做不会被感染？

为什么有的人会被感染，有
的人不会被感染？

什么叫隔离？所有人都要隔
离吗？

为什么那么多医生叔叔、阿
姨要去武汉？武汉在哪里？
他们不怕病毒吗？

为什么门卫、快递员、超市
工作人员不用隔离？

儿童经验识别

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害怕病毒
的存在。

幼儿会用绘画作品表征冠状病毒
的形象。

对病毒的来源产生好奇，对病毒的
控制和消灭产生兴趣和关注。

对口罩的作用产生兴趣，对疫情结束
后需不需要再戴口罩产生疑问。

对身体的变化会产生敏感反应，想
要了解更多预防感染的措施。

对哪些人群会感染病毒产生好奇。

对隔离产生疑问，对谁要隔离产生
关注。

对祖国的不同省份、城市有了关注，
对全国各地医生支援武汉有了浅显
的了解，关注到身边的大事。

对疫情期间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
的人员产生关注和好奇。

涉及领域

科学认知

科学认知

科学认知

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

社会情感

社会情感

社会情感

切入点

可怕的病毒

最美逆行者

抗疫我能行

预判的教育点

从初步了解疫情到引发自我
保护意识，培养日后相关的生
活卫生习惯。

从知疫情、防疫情、敬英雄三
个层面由感知，体验，感悟，激
发幼儿的社会情感，指向儿童
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病毒大 PK 学习防疫知识，
从致敬逆行者了解抗议一线
的感人故事，产生敬佩之情、
敬畏生命之意。

引发的学习点

“病毒的故事”
“我会保护自已”

“新冠来了”
“最美逆行者”

“病毒大PK”
“致敬逆行者”

初次制定

1. 通过多种
形式了解病
毒，知道病
毒的传播方
式和危害。

2. 初步学习
防感染的方
法，懂得保
护自己。

3. 感恩在抗
疫一线的工
作者，增强
民 族 自 豪
感。

链接《指南》

科学领域目标：具有初步的探究
能力，能通过观察、比较与分析，
发现并描述不同种类物体的特征
或某个事物前后的变化。初步了
解人们的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密切
关系，知道尊重生命，保护环境。

健康领域目标：具有基本的安全
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知道一些
基本的防灾知识。主动喝白水，养
成每天按时睡觉和起床的习惯。

社会领域目标：尊重为大家提供
服务的人，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
知道自己的民族，知道国家一些
重大事件和成就，爱祖国，为自己
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调整后目标

通过观看视频、阅读绘
本、询问家长等多种途
径了解病毒，知道病毒
的传播途径，懂得保护
动物、爱护自然。

能通过阅读、讨论、记录
等方式大胆表达自己的
经验及见解，初步掌握
几种防感染的方法。

关注身边的人或事，对
抗疫期间为疫情做出
贡献的人感到骄傲，感
恩身边为疫情辛勤工
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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