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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即教育”理念下的
幼儿园主题式课程探索
——以大班课程故事“探秘刺猬”为例

东钱湖镇中心幼儿园玉泉园 王源

论文投稿邮箱:xiandaijinbao@qq.com

“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生活”。老师借助园内自然资源，及时捕捉幼儿在自然角饲养刺猬的点滴境况，抓住刺猬科探的教学场景，关注其探索刺猬奥秘
的发展情况，不断尝试以幼儿发展为本位的教育主张和陶行知教育理念在探究刺猬的实践。孩子们悦察刺猬异样、悦寻刺猬脉络、悦知刺猬经验、悦述刺猬认
知，不断自主推进课程的进展，让《探秘刺猬》生成课程走进每个人的心中。

教育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
育”引领我们认识到：生活决定教
育、教育来源于生活，教育能够改
造生活、生活需要通过教育发出力
量，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
当幼儿园大班自然角来了一只刺猬
后，孩子们产生了浓厚兴趣，初露科
学活动的端倪，笔者以“生活即教
育”的理念，引导孩子们抓住契机思
考、沿着脉络探究、架构探索经验、
倾诉探知表达，生成了“探秘刺猬”
这一主题式探究课程（上图）。

一、源于“观者‘猬’集”
的契机

幼儿通过饲养刺猬，就拥有了
得天独厚的自然探索物。刺猬犹如
一本真实、丰富的灵动书籍，向幼
儿展现了具体、形象、生动的探知
内容。

（一）课程源自观察刺猬
早晨，几人经过种植地时“刺

猬、刺猬”一阵大喊后，旁边班里的
孩子们蜂拥而至。“笼子里有刺猬
哎”“刺猬真的有刺”“我最喜欢刺
猬”，刺猬前一下子挤满了“刺猬
粉”，你一言我一语谈论。晨间谈话
就这个“大人物”，每人述说着对刺
猬的认知，老师不断引导和梳理出
大家的已有经验、获知想法，支持
他们发现和探究，由此诞生了生成
课程“探秘刺猬”。

（二）困惑基于思考刺猬
刺猬有着独特的生活、生存方

式，也不是随处可见。老师问道：
“你想了解刺猬的哪些秘密呢？”孩
子们纷纷回答。

玲玲：刺猬住哪里？
芳芳：刺猬吃什么？
瑞瑞：晚上刺猬不怕冷吗？
东东：刺猬长刺，它怎么生出

来的？
咪咪：刺猬不怕被自己的刺刺

到吗？

越来越多的问题让他们对刺
猬充满不解。于是，把幼儿对刺猬
的疑惑点，罗列出《刺猬刺猬，我想
知道》。

（三）调查推进探索刺猬

推进课程即关注幼儿兴趣、了
解已有经验，还关注其获知需求、
助力其解决疑惑，这样才真正叫孩
子的课程。为了解开疑惑，成立“刺
猬调查队”，孩子们联合爸妈通过
网络和实践考察，进行刺猬调查。
合作调查了刺猬品种、觅食方式、
防御机制、求偶、繁殖、行动方式等
等。

幼儿大多喜欢用不同方式看
刺猬、自主观察中增加了解，但是
大多情况下的观察显得盲目、比较
粗浅、比较零散，如果引导其结合
现代技术辅助观察刺猬，那么将使
他们的观察更有针对性、更全面。

二、追寻“意‘猬’深长”
的脉络

一只小小的刺猬集合了孩子
们各种思考，最后孩子们把问题聚
焦在看、吃、住、行这几方面，追寻、
探索。

（一）来了一只刺猬
自然角发现刺猬后，孩子们带

上放大镜、瓶罐、铲子、树枝等工
具。有的直接手捉、有的树枝夹、有
的用瓶罐围拢、有的拿铲子推，想
把这个客人带回教室。

玲玲：好喜欢刺猬，能不能把
刺猬带回班级？

咪咪：这只刺猬是哪里来的，
有兄弟姐妹吗？

大家纷纷表示想养刺猬，于是
在全园发布“遗失消息”后，没发现
主人，就把它领养了。

（二）刺猬住哪里
大家返回教室，四处寻找工

具，要给可爱的刺猬造个房子。

欢欢：我要用纸盒给刺猬造个
二层别墅，这样它可以在一楼爬
爬、二楼爬爬。

星星：我要用大的红酒盒给刺
猬当房子，这样不会破。

泽泽：我要用用剩的兔笼给刺
猬当家，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干
什么。

（三）刺猬吃什么
给刺猬找好了住处，接下来要

养刺猬。它爱吃什么呢？

瑞瑞：刺猬吃蔬菜，种植地里
种的蔬菜叶可以喂给它。

东东：我上次看书，书上说刺
猬吃小动物。

芳芳：刺猬是不是跟人一样，
什么都吃。

孩子们为了了解刺猬爱吃的
食物，询问小度，还进行“刺猬吃什
么”的实验。

（四）逗逗刺猬
自然角里多了刺猬，孩子们一

得空闲立马去看看它、逗逗它。餐
后还带上刺猬去户外散步，偶遇其
他班的仓鼠。把刺猬、仓鼠放在同
一条跑道上，看看谁爬得快。一同
放在桥的一侧，看看谁会过桥。把
刺猬、仓鼠各自放转轮里，看看谁
的转轮转得快。

遵循幼儿的发展规律和学习
特点，尊重和保护其好奇心和兴
趣、支持其探索刺猬的奥秘。寻着脉
络一次次的探秘，不断解开幼儿对
刺猬的疑惑、又引发新的思考点。

三、架构“积‘猬’成著”
的经验

刺猬细微的事情不易被察觉，
但引导幼儿应用现代技术，促进其
全景观察、微观观察、缩时观察，慢
慢形成全面化、细致化、直观化的
观察认知。

（一）全观刺猬外形
为了让幼儿更直观了解刺猬

外形特征，师幼来到刺猬小屋近距
离观察，孩子们戴安全手套抚摸刺
猬、抱刺猬。发现它会动会翻身，还
露出小耳朵和鼻子。

咪咪：为什么它不会露出眼睛
啊？是害怕吗？

玲玲：我想摸摸它的脚，感觉
有点软软的。

东东：小刺猬的刺一碰就会缩
起来，变得更刺了！

此时幼儿近距离观察只能感
知眼前的外表，自管自看、不知后
面的情况。之后观察刺猬期间，老
师用多个机位、多个角度拍摄，之
后传输大屏幕，幼儿全方位视角观
看到眼前和背后、完整的刺猬。知
道刺猬身体的头、尾和腹部长毛，
体背和体侧长刺，有前后足。

（二）微观刺猬背果
对于刺猬背果中的技巧，进行

特写拍摄、推送到屏幕，引发幼儿
关注背果技巧进而寻找新发现。

芳芳：小刺猬会不会背果子？
果冻：我在动画片里看过小刺

猬背果子！
星星：要不试一试吧！为什么

小刺猬身上的果子会掉？
仔细观察刺猬身上的果子。有

孩子说：果子会掉。有孩子说：会背
果子。此时有了争议。到底真相是
什么呢？拍摄刺猬爬行与找到果子
不同状态，发现刺猬爬行时刺成竖
立状，遇到前方果子、直接吃掉。偶
尔见刺猬侧身，扎上了一旁的草
叶，镜头微观刺猬：伸缩一下刺，不
一会就把背上的草叶弄下来。

一旁的小朱提议询问智能音
箱小度，发现小刺猬其实是不会背
果子的，当它们在行走过程中，它
们的刺就不会那么坚硬，而果子也
就会掉下来了。

（三）缩观刺猬出行
为什么刺猬白天不怎么动呢？

原来某时段手动拍摄，现在刺猬屋
旁边架手机、设置自动延时摄影，
三天后导出拍摄视频、合成片段缩
时播放让幼儿观察全程。发现刺猬
在傍晚后变成一位披荆勇士，缓慢
地爬出笼子往暗暗的地方爬，爬到
种香菜、青菜的种植地，爬上菜叶，
吃起了面包虫。把青菜叶咬了几
口，少许咀嚼后吐到自己刺上。最
后扒洞钻进去。

一一：它是晚上才出来的啊，
怪不得白天一直在睡觉。

泽泽：原来刺猬会吃害虫啊！
涵涵：晚上的刺猬一直在动来

动去，还跑到了滚轮上，它看着很
开心！

几个孩子询问了小度：为什么
小刺猬白天一动不动呢？小度告诉
孩子们：小刺猬是夜行动物，所以
它在白天是睡觉的，而到了晚上它
就开始运动了。

全景可视观察刺猬外形特征、
微观观察刺猬背果事件、缩时观察
刺猬夜间生活，幼儿观察刺猬中融
入适宜现代观察技术，让其自主探
物中学、技术体验中学。

四、倾述“‘猬猬’而谈”
的表达

“探秘刺猬”生成课程源于幼
儿在种植地发现刺猬，老师紧抓幼
儿兴趣、疑惑、探知需求，隐含的教
育契机，让幼儿自主、互动中探索。
引导幼儿初观后边思考调查边表
述所想，多观中边追寻、探索边交
流，深观中边融合现代技术边阐
述，表达对刺猬的认知、经验。老
师理解、支持幼儿在探秘刺猬中
做主角；拓展探物场域，从课堂到
自然角、延伸到种植地；提升幼儿
探物能力，从直接探物到现代技术
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