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的“纸艺王国”博物馆位于三
楼，全馆分三个区域：展示馆、体验馆、创
意馆。其中展示馆有宣纸、铜版纸、瓦楞
纸、毛边纸等各种纸，还展示着剪纸作品、
贴纸画、扇面画等孩子们的各种美术作
品；体验馆里，小朋友们可以体验手工造
纸以及纸的印刷、拓印等；创意馆主要引
导幼儿参与纸的创作，如纸浆画、纸建筑
搭建、纸塑制作等。孩子们在这儿可以了
解纸的发明，各种纸的开发和利用，与纸
配套的各类物品的发展变化以及创意纸
艺等。

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体验馆邮乐园
的写信区域。乐乐小朋友在老师的帮助
下，连写带画，给妈妈写了一封信。可班上
的小小邮递员犯难了，“我又不认识乐乐
妈妈，怎么送信呀？”大家纷纷支招，提议
在班级门口设置一个邮筒，把信全部投进
去，让爸爸妈妈自己找。送信的问题解决
了，可是又有孩子提出，“要是有回信，该
放到哪里呢？”“能不能贴上邮票，让邮局
帮忙送信？”……看着孩子们的讨论，老师
对课程进行了丰富，开展了《信封里的秘
密》《认识邮票》《一封信的旅行》《人生中
的第一个信箱》《信的传递》等活动，甚至
带着小朋友们参观邮局、设计邮票等，大
大开拓了孩子们的视野。

“3－6岁儿童的认知活动是依靠动
作和行动来进行的，他们需要安全的、可
以自主探索的空间和时间。在儿童博物馆
里，作为一线教师的我们根据幼儿兴趣，
不断调整课程内容，激励幼儿自动、自发
地学习。教师‘放手’引领，孩子‘主导’探
究，创造了课程的无限可能，也让我们感
受到了儿童自我生长的力量。”叶艳英说
这也是当初围绕着博物馆设计园本课程
的初衷。

指挥交通、洗车、加油
织布、染布、做衣服
造纸、印刷、做各种纸工艺品

这家幼儿园里
竟然有三个“博物馆”

幼儿园里有“汽车小镇”博物馆、“服饰之家”
博物馆、“纸艺王国”博物馆，每一个主题博物馆都
有展示学习区、互动游戏区和创作体验区，小朋友
们在场馆里可以指挥交通、洗车、加油、介绍自己
家的汽车，可以织布、染布、做衣服，可以造纸、印
刷、做各种纸工艺品……这是海曙区石碶街道中
心幼儿园园本课程——“七（碶）”彩课程的内容之
一，如今，一周两次在这些博物馆里开展的各种游
戏，成了全园小朋友最爱的活动。

□现代金报丨甬上教育 记者 俞素梅 文/摄

幼儿园里的“博物馆”，不同于一
般意义上的博物馆，那是一个荟萃了
小朋友的藏品、作品的教学场馆。记
者在石碶中心幼儿园看到三个主题
博物馆，“汽车小镇”博物馆的场地最
大，不仅有汽车餐厅、行车道路、加油
站、洗车地，还有一个汇集各种精致
车模、介绍汽车发展史的集盒馆。“这
些不同款式的迷你汽车模型，都来自
于小朋友们的收集。”园长叶艳英介
绍。

在“汽车小镇”，小朋友们不仅可
以当一回交警，指挥交通，体验当一
回加油工、洗车工、汽车餐厅的大厨
等，甚至还可以请爸爸妈妈把自己家
的汽车开进来，向小伙伴们介绍汽车
的外观、内饰、性能等。“由于小朋友
对自家的汽车非常熟悉，他们在介绍
仪表盘、搁手架、乘车注意事项等内
容时，那份自信和精彩是其他课堂上
很难看到的。”

在一次分享中，孩子们对写有
“P”的按钮产生了兴趣。有小朋友说，
这是停车场的标志。于是，孩子们相
约双休日去寻找“P”，看是否可以如
愿找到停车场。而在寻找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了停车场里更多的秘密。

“有的孩子发现停车场按照颜色和字
母区分区域，有的孩子在医院里看到
了上下两层的停车场，更多的小孩对
停车收费方式、停车场进出口路线的
设置等产生了兴趣。”叶艳英园长介
绍说，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当课
程内容与孩子们前期积累的生活经
验发生关联时，会引起他们深入探究
的极大兴趣，从而实现孩子们经验和
思维的碰撞。

“沈佳媛的衣服摸着很滑，跟我妈妈
穿过的旗袍一样。”“我阿姨也穿过旗
袍，很漂亮！”……一场关于布的讨论中，
小朋友们对旗袍印象深刻，那旗袍是用
什么布料做的呢？老师带着小朋友们走
进了轻纺城，实地感触不同颜色、不同质
地的布料。“石碶是一个聚集了众多企业
的工业化强镇，我们的园本课程设计也
充分利用了周围拥有相关企业的优势。
基于镇上有著名的雅戈尔服装厂、轻纺
城，设置了‘服饰之家’博物馆。园里很
多小朋友的家长就在这些企业、店铺工
作。”叶艳英介绍。

记者看到，“服饰之家”博物馆就在
幼儿园的一楼大厅，不仅有小小织布机、
纺棉花车，有各种缝纫机、熨斗，还有印
染区和服饰定制区，陈列着小朋友们织
的、染的、裁剪的各种作品，还有钉鞋、
草鞋、轮滑鞋、皮鞋、布鞋、木屐等不同
款式和功能的各色鞋子，以及各种样式
的民族服装等。

在“服饰之家”，老师经常举行追本溯
源的课程。比如，在服饰定制区，有小朋友
在裁剪布料的时候，发现有块布的边缘可
以拉出一条条的丝，觉得很好奇，几个孩
子围上来一起拉丝条。老师对此会进行讲
解和引导。于是，在观察丝制品的过程中，
孩子们的兴趣点会从最初的丝制品和其
它布料的不同，逐渐转移到丝制品是怎么
做出来的。“老师还会带领小朋友们参观
附近的制衣车间，通过实地观察解开心中
疑问。在制衣公司的抽丝展馆里，孩子们
知道了蚕丝是蚕宝宝吐的丝，于是，在‘服
饰之家’博物馆创设了‘蚕宝宝’区域。”

“追本溯源”的课程实施，让孩子们对
事物由来进行层层溯源，不仅丰富了认识，
也培育了他们深入探究和钻研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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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有意识、
主动地运用课程资源进行园本课程构建已经成为一
种普遍的做法。石碶中心幼儿园更是在这方面进行了
系统探索。所谓课程资源，指课程设计、实施和评价等
过程中可利用的一切人力、物力、社会文化以及自然
因素的总和。显然，石碶幼儿园利用的课程资源涉及
了以上多个方面，并已形成一些自身的特色。

比如，切中儿童的学习方式，动态地使用课程资
源。与常态博物馆以静态展示为主不同的是，石幼准
确地去把握3-6岁儿童特有的学习方式——“亲身体
验、实践操作”，将课程目标通过资源载体的设计与转
化，成为幼儿可亲、可近、可亲历探究的过程。由此，我

们看到课程中的儿童在与不同主题博物馆的互动中，
不断建构和自身密切关联的有意义经验。

比如，聚焦儿童发展为本的理念，注重过程中的
深度学习。博物馆课程不仅仅是一些“物”的堆积与呈
现，幼儿也不仅仅只是走马观花式地进入其中。石幼
的教师在引导幼儿与“物”的互动过程中，始终敏感地
捕捉课程生发点，设法将孩子的前期经验卷入当下活
动，并采取多样化的路径与手段支持儿童，让学习经
验得以持续不断地深入建构，凸显深度学习的特质。

石幼的博物馆课程为众多进行课程园本化探索的
幼儿园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样例，期待这样的探索发生在
更多的幼儿园里，从而呈现学前多姿多彩的课程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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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爱红 浙江省特级教师、学前
正高级教师、浙江省课程改革指
导委员会学前组专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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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园本化探索
的生动样例

A B C

集盒馆里面
的车模展示。

认识自己家的汽车。

服装印染区

创意纸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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