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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给幼儿园教师的101条建议》系列丛书出版了。
这是在幼儿教育改革和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出版的一种面向广大幼儿园教师的实践指导性读物。
它反映了幼儿教育实践的需要，可以给广大幼儿园教师新的启发。
在幼儿教育领域内，最多的读物可能就是面向实践工作者的读物，最难写的读物可能也是面向实践工
作者的读物。
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其核心事实是面向实践的读物虽多，但真正高质量的、能引领实践的、让广大
幼儿园教师有解渴感的读物并不多。
给幼儿园教师提供有效的建议是理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
对此，我有以下三点基本认识：　　首先，给教师的建议意味着一个理论的高度。
一般认为，面向实践的读物与理论关系不大，甚至认为与理论无关。
果真如此，那么，这种读物就无法真正引领广大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成长，就无法解决幼儿教育实践中
的现实问题。
在我的观念中，面向实践的读物必须有理论的高度，要反映新的理论观念。
什么是引领？
引领意味着引领者和被引领者之间存在理论的落差，理论工作者在理论上要存在优势。
其实，胸怀经典宏论，把握理论发展脉动，敏锐觉察问题，一直是很多理论工作者努力追求的专业水
准，甚至是专业理想。
所谓理论优势，不是泛泛而谈的，在对实践的指导中，理论一定是与现实问题相关联的理论，与现实
问题毫不相干的理论工作者并不能对实践产生直接的指导作用，也谈不上理论优势。
引领不是评判，如果理论工作者将某些实践活动批驳得一无是处，但又不能从理论上说明问题所在，
给不出纠正这些问题的良方，这就不是引领。
而且，面向幼儿园教师的理论读物不但要有理论高度，而且要联系实践来运用和演绎理论，有时甚至
需要用实践的话语来解读和解释理论。
这是一个重要的挑战，没有实践根基的理论工作者很难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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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幼儿教育领域内，最多的读物可能就是面向实践工作者的读物，最难写的读物可能也是面向实
践工作者的读物。
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其核心事实是面向实践的读物虽多，但真正高质量的、能引领实践的、让广大
幼儿园教师有解渴感的读物并不多。
给幼儿园教师提供有效的建议是理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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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引领实践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基本理论篇1．怎样理解幼儿园课程，课程改革使幼儿园课程
本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幼儿园课程与一般意义上的课程区别在哪里？
3．什么是课程开发的目标模式，其基本流程如何？
4．怎样理解课程开发的过程模式？
它与目标模式势不两立吗？
5．怎样理解园本课程与园本特色？
6．什么是整合课程，幼儿园整合课程的类型有哪些？
课程目标篇7．怎样理解幼儿园课程目标的层次？
8．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幼儿发展需要的目标？
9．在制定目标时如何处理幼儿长远发展和近期发展的关系？
10．如何在教学活动中实现活动目标之间的整合？
11．如何避免空洞、万能胶似的目标，让活动目标具有可操作性？
12．如何让主题目标在每一个具体活动的目标中得以延续与细化？
13．如何从分析教材人手，制定适宜的教学目标714．在活动实施过程中怎样动态把握活动目标与内容
的关系？
15．怎样表述活动目标？
16．如何根据活动目标选择适宜的教学策略？
课程内容篇17．如何看待新知识观背景之下的幼儿园课程的内容？
18．教学内容的选择如何合乎教学目标？
19．选择教学内容时如何避免脱离、远离幼儿的生活实际？
20．如何根据幼儿的兴趣选择教育内容？
21．课程内容如何体现发展适宜性原则？
22．怎样适度把握幼儿园课程内容的容量？
23．幼儿园教育内容怎样从“本本”走向“生本”？
24．教学内容怎样关照、梳理并提升幼儿已有的经验？
25．为什么看似非常有价值的教学内容，但效果却并不如意？
26．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目标在活动中怎样从隐性走向显性？
27．如何从逻辑上关照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课程内容？
28．怎样理解幼儿园课程内容的启蒙性？
29．选择活动内容时如何避免活动目标的流失？
30．如何有效利用幼儿园的自然资源？
31．教育内容如何在幼儿和关键经验之间建立联系？
课程实施篇32．教学活动中如何将活动进程层层推进？
33．教学活动中如何设计有效的提问？
34．教学活动中如何选择教学策略？
35．教学活动中如何有效利用教具？
36．教学活动中如何选择恰当的组织形式？
37．在教学活动中如何突破重难点？
38．怎样导入教学活动？
39．教学活动中如何进行良好的师幼互动？
40．组织教学活动时如何设计与编排幼儿的座位？
41．教学活动中如何既面向幼儿全体，又能关注幼儿的个体差异？
42．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怎样对幼儿进行示范引导？
43．教学活动中教师如何发挥教学机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给幼儿园教师的101条建议>>

44．如何处理教学活动中快乐与发展的问题？
45．如何关注集体教学活动中的细节？
46．教学活动中教师如何进行语言指导？
47．教学活动中如何让幼儿进行更为深入的自主探索？
48．教学活动中教师如何设计各环节的小结语？
49．怎样看待教学中的伪讨论、伪合作现象？
50．艺术活动中技能与创造性怎样有机结合？
51．如何提供适宜的操作材料让幼儿进行有效学习？
52．教学活动中教师如何回应幼儿？
53．如何帮助幼儿进行经验迁移？
54．如何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幼儿的学习习惯？
55．如何看待教学活动中的环节等待现象？
56．活动中怎样给幼儿留出想象的空间？
57．教学活动中怎样支持幼儿进行深入表现？
58．教学活动中如何创设适宜的情境？
59．教学活动实施中如何巧妙引导幼儿的兴趣？
60．教学活动中如何观察幼儿？
61．教学活动中怎样把握概念的深浅？
62．幼儿园的教学活动必须有时间限制吗？
63．如何在教学活动中体现教师主导和幼儿主体？
64．延伸活动往哪里延伸？
主题设计篇65．幼儿园主题教育活动设计应注意哪些问题？
66．主题设计要考虑哪些基本元素？
67．怎样构建主题网络？
主题网络有哪些类型？
68．主题活动中如何权衡并合理安排各领域内容？
69．如何选择、确立主题并对主题内容进行筛选？
70．如何处理主题的预设和生成？
71．如何根据主题设计区域活动？
72．如何根据主题创设相应的环境？
73．如何根据主题开发相应的家庭与社区资源？
74．怎样把握主题活动的进程？
75．幼儿园需要综合活动吗？
如何设计综合活动？
76．如何将主题与幼儿一日生活有机结合？
区域活动篇77．什么是区域活动？
它与幼儿园其他教育活动的关系如何？
78．怎样因地制宜合理利用现有场地开设区域活动？
79．区域材料的投放应该注意什么？
80．区域活动规则提示有哪些类型，应该注意什么？
81．如何建立区域活动的规则？
82．区域活动中怎样观察幼儿？
如何有效处理观察信息，避免盲目指导？
83．区域活动的分享环节该怎样进行？
84．如何应对幼儿的“偏区”现象？
85．面对“区域多而教师少”的局面，教师如何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幼儿的区域活动中去？
86．如何评价区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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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在区域活动中教师预设与幼儿选择有冲突时该如何解决？
88．在区域活动中如何利用乡土材料？
89．如何提高区域中学习性材料的有效性？
90．区域活动中有哪些教师的指导介入方式？
91．区域活动如何与主题活动相辅相成、恰到好处？
课程评价篇92．怎样理解幼儿园课程评价的目标取向、过程取向及主体取向？
93．幼儿园课程评价的新理念表现在哪些方面？
94．怎样体现幼儿园课程评价的主体多元化？
95．怎样评价幼儿园的入园和晨间活动？
96．怎样评价幼儿园的户外活动？
97．怎样评价幼儿园的教学活动？
98．怎样评价幼儿的离园活动？
99．怎样评价幼儿园一日活动的组织情况？
100．怎样评价教师的家长工作？
101．怎样评价幼儿园的游戏活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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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找一找”让幼儿根据提示板要求寻找校园里有关的人与景并做记录，从中学习观察、询问、求
助、交流等技能。
活动后幼儿就如何才能找到人、找到景展开了讨论。
教师问：“今天要找的人和地点都找到了吗？
”很多幼儿都表示找到了。
教师又问：“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找到的？
”开放性的问题立刻引发了幼儿间的互动，幼儿你一言我一语地阐述自己的经验，讨论异常热闹。
此时，教师却敏感地发现，幼儿的讨论仅仅停留在粗浅的表象上，还没触及游戏内涵。
于是推波助澜，“你们都找到了提示板中的人和地点，你觉得找人难还是找地点难？
为什么？
”一石激起千层浪，好一个切中要点的问题，幼儿立即分成两个阵营，一方叙述找人难的理由，另一
方强调找地点难的理由，在双方各执己见的争辨中，幼儿的讨论渐渐聚焦到事物之间的联系上，渐渐
发现了物的静止与人的动态的特点，初步发现了事物之间的关系。
。
在本案例中，当幼儿已初步具备“找一找”的经验时，教师并没就此罢休，而是像航行中的掌舵者，
抛出幼儿意料之外的问题推波助澜，引导幼儿由浅人深思考问题，由表及里提升经验，从而推进了师
幼之间、幼儿之间的互动。
　　三、适时利用支架。
为幼儿的学习建构搭建平台　　“支架”一词形象地喻示着教师与幼儿之间在最近发展区内有效教学
的互动。
幼儿的“学”好像一个不断建构着的建筑，而教师的“教”则像一个必要的“脚手架”，支持幼儿不
断建构自己的认知世界。
　　在幼儿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提出挑战性任务或提供必要的支持，帮助幼儿逐渐从借助“支架”
到摆脱“支架”，从而达到独立完成任务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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