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宁波市学前教育“行为课程”建设高峰论坛6月2日至3日在宁波举行，全国学前教育界的专家学者

汇聚一堂，探讨学前教育“行为课程”思想，共商幼教课程改革之路。那么，什么是行为课程？它对当下的幼儿

园课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取得了什么成果？

A

近年来，宁波市先后制发了
《关于深化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实
施意见》《关于推进幼儿园品牌课
程建设行动计划（2022- 2025
年）》等多个文件，坚持“一日生
活皆课程”和“以游戏为基本活
动”的教育理念，不断规范幼儿园
课程实施和保教行为。

宁波市传承宁波籍大家张雪
门幼儿教育思想，启动富有宁波
辨识度的“行为课程”学前教育品
牌创建行动。在“十四五”期间，
构建并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
的区域幼儿园品牌课程建设体制
机制，探索提升课程实施质量的

行动路径和推进策略，基本形成
品牌课程评估体系，打造宁波学
前教育新时代“行为课程”品牌，
满足人民群众对“幼有优育”的美
好期盼。

2022年，宁波市被列入教育
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学
前教育成为其中重要改革内容，
宁波市通过综合改革实现学前教
育整体提升。在省教育厅教研室
组织的先进教研组评选中，共有
34个教研组被评为浙江省先进
教研组。宁波市第一幼儿园的“指
向儿童经验重构的行为课程跨时
代探索”获浙江省基础教学成果

特等奖，也是浙江省学前教育组
中唯一获此殊荣的。

“十四五”期间，宁波市教育
局传承与创新张雪门先生学前教
育思想，大刀阔斧地推进以“行为
课程”为品牌的课程实践，每年市
财政投入学前教育专项经费上亿
元，其中近1000万元用于学前教
育课程改革、教科研工作。

2023年 6月，通过举办高规
格的全国课程建设峰会、成立国
内多地幼儿园“行为课程联盟”等
举措，宁波学前教育厚积薄发、标
识显著，良好的学前教育文化正
在形成。

学前教育如何从有质量走向高质量？

全国专家学者甬城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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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幼儿园混龄工作室。

“行为课程”是由我国著名学前教育
家张雪门先生创立的，其“生活即教育，
行为即课程”的思想内核对今天的幼儿
园课程实践仍影响深远。这一课程理念
强调幼儿教育要贴近幼儿的生活实际，
符合幼儿的兴趣和需要。

1918年，张雪门创办了“星荫幼稚
园”（即如今的“宁波市第一幼儿园”）。宁
波市第一幼儿园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确立
了“生活是课程的根基，行为是课程的主
线，经验是课程的归宿”的课程理论框架。

“生活”是幼儿园课程的根基。与中
小学系统的符号学习不同，幼儿园的课
程存在于生活之中，孩子们的现实生活
是取之不尽的课程之源。在该幼儿园里，
有一片“小农人试验田”，每个孩子可以
在那里亲手种植、饲养、记录和分享，幼
儿园还请了专职的农牧老师为孩子们解
决技术上的难题，使孩子们的种植活动
更具有现代科技的味道。

“行为”是张雪门课程思想的核心所
在，也是现代早期儿童学习理论所共同
关注的重点。行为的本质是“劳力上劳
心”，即在思维参与下，儿童调动多感官
主动地与周边环境相互作用，这是儿童
成长的基本途径。宁波市第一幼儿园根
据孩子们的兴趣设立了专属于孩子们的

“工作室”。在班级工作室里，有指向社会
性游戏的亲子之家，指向艺术创作的创
艺工坊，指向科学探索的科探天地；在平
行班融合工作室里，孩子们可以打破班
级界限，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在全园混
龄工作室里，幼儿园创设了 11 个工作
坊，涵盖了民间工艺、戏剧表演、生活劳
作等各个项目。

经验是课程的归宿。在长期的探索
实践中，教师们意识到教材上的内容是
脱离幼儿生活的，幼儿即使习得了这样
的经验，这些经验也很难与实际生活发
生关联。于是，教师们转而回溯张雪门的
行为课程，比如，在主题活动“蝌蚪”中，
某大班幼儿发现饲养蝌蚪的水变得浑
浊，便萌发了给蝌蚪换水的想法。教师和
幼儿一起研究怎样的换水方式更有利于
蝌蚪的持续生长，探究使用何种工具帮
助蝌蚪搬家最为便利。最终，幼儿获得了
有关蝌蚪的生活环境、日常照护以及工
具的改造应用等知识经验。

宁波市第一幼儿园教育集团园区园
长娄丹娜表示，在幼儿园的发展和课程
建设中，他们始终牢记张雪门的一句话，
那就是“主观上忘掉自己，客观上认清儿
童”。作为张雪门亲手创办的幼儿园，他
们将继续继承和弘扬行为课程，实现学
前课程从“教”为中心到“学”为中心的真
正转变，体现儿童立场。

2022年底，宁波市教育局正
式启动“行为课程”品牌创建，标
志着全市开启了国内区域性学前
品牌课程建设的先驱探索。“上下
联通、多方协同、先行先试、分类
卷入”的品牌创建机制，正全力保
障宁波学前课程实践从有质量走
向高质量。

在“上下联通”层面，宁波市
教育局统筹全市学前课程品牌推
进工作，各区（县、市）围绕该项
中心工作，成立学前品牌课程建
设领导小组，统筹区（县、市）的
学前品牌课程建设研究和实践推
进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和服务保
障等工作。通过上述机制的运行，
全市上下形成品牌建设工作一盘
棋，使得品牌推进方向明晰、重点
突出、保障有力。

在“多方协同”层面，市、县两
级教育局均重视借力高校院所、
专家智库的力量，为品牌课程实

践保驾护航。这里面，既有邀请专
家学者对品牌课程整体推进方案
的科学论证，又有对实践园具体
的课程指导；既有借助第三方对
品牌课程实践的评估诊断，又有
为每所种子园提供量身设计的改
进方案。总之，“调动一切能调动
的力量”已成为宁波学前品牌创
建的助燃剂。

在“先行先试”层面，宁波市
通过园所自荐、基层教育局组织
推荐等多种方式，在全市近千所
幼儿园中遴选出三批共110家单
位作为品牌课程建设种子园。其
中，首批实践园21家，第二批实
践园30家，第三批实践园60家。
上述种子园将承担以行为课程精
神为纲领，调适、改良自身课程并
从中提炼成功经验以示范、辐射
其他园所的重任。

在“分类卷入”层面，大市共
规划了课程“生活化、游戏化、园

本化、项目化”的四条路径，各园
可依据自身实际，选择其中一条
路径为主要研究方向进行“小切
口、新发现”式的探索。具体而
言，即运用张雪门先生关于“生
活、游戏、设计教学”等行为课程
理论，结合新时期育人导向，不断
探索该理论在每个园所的新样态
呈现。如同为研究课程“生活化”
的园所，有的从调整幼儿一日生
活作息以更好适应儿童学习与游
戏需要这一点切入研究，有的从
提升教师观察敏感度，努力去捕
捉来自幼儿一日生活“哇时刻”并
接入课程的这一点来研究，研究
成果为大市所有幼儿园共享。为
充分突出成果可复制、可借鉴的
特点，种子园在实践过程中的所
有成果提炼必须突出程序性、操
作性。通过近一年的实施，已初步
呈现出宁波学前课程“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崭新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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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课程”品牌创建效果初显

良好的学前教育文化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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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幼儿园园本节。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