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渗透式领域课程 健康 语言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幼儿园渗透式领域课程 健康 语言 社会 教师用书大班（下）》

13位ISBN编号：9787565100062

10位ISBN编号：7565100064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社：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数：27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幼儿园渗透式领域课程 健康 语言 》

前言

　　一、历史脉络中的幼儿园课程渗透　　中国幼儿教育的百年发展史，也是中国幼儿园课程的百年
成长史。从1903年湖北武昌幼稚园的开办起，应该教幼儿什么，如何组织教学内容，即幼儿园应有怎
样的课程，一直是中国幼儿教育领域最受关注的问题。幼儿园课程发展的百年历史，折射出幼儿园课
程研究和实践领域的困惑和迷茫，折射出中国幼教工作者对幼儿园课程的思考和探究。　　从20世纪
初到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幼儿园的课程主要是课目型的，分类很细，如行仪、训话、幼稚园语、手
技、唱歌、日语、游嬉等，明显模仿日本幼儿园课程。在此期间，开始了课程本国化的努力，但总的
看来这种课程比较细碎，范围较窄。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幼儿园课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
标志是1923年陈鹤琴在南京创办鼓楼实验幼稚园，这意味着关注中国国情、关注中国幼儿的幼儿园课
程在实践中产生。鼓楼实验幼稚园的单元课程融会了中西方文化，体现了时代与传统的交融。它以进
步主义思想为基础，改变了原有幼儿园课程细碎、割裂的状况，注重了不同科目间的横向联系。其间
，张雪门等教育家的实践和探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20多年中，关注幼儿
的生活，注重幼儿园课程的横向和纵向联系，一直是幼教先驱们努力探讨的课题。20世纪50年代，中
国的幼儿园课程深受苏联的影响，采用分科课程，将幼儿园课程分为体育、语言、认识环境、图画和
手工、音乐、计算等科目。1981年，课程内容又有新的划分，包括生活卫生习惯、体育活动、思想品
德、语言、常识、计算、音乐、美术等8个方面。这种课程，一方面体现了课程内容的系统性，便于
我们结合知识的逻辑和幼儿心理发展的逻辑呈现系统的课程内容；另一方面限于当时的教育观和课程
观，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不同学科内容之间的相互割裂。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
实施，幼儿教育领域出现了新的活力，综合性的幼儿园课程开始出现，其实这是对单元课程的回归。
这种课程强调首先关注幼儿的现实生活，以大自然和大社会中的事件、现象为核心组织课程内容，同
时关注知识的逻辑性。应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有益的实践，但是这种课程从编制到设计都有一定
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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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渗透式领域课程 健康 语言 》

内容概要

《幼儿园渗透式领域课程·健康语言社会:教师用书(大班下)》讲述了：一方面体现了课程内容的系统
性，便于我们结合知识的逻辑和幼儿心理发展的逻辑呈现系统的课程内容；另一方面限于当时的教育
观和课程观，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不同学科内容之间的相互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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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再版序健康领域说明身体保健1．硬硬的壳，香香的肉2．饺子宴3．食品袋上的秘密4．快乐的自
助餐5．粗粮小吃店6．运动会的准备7．健康日8．雷响时我不出去9．情绪温度计10．小铜人和小蜡
人11．我喜欢⋯⋯12．齐齐和乱乱13．一拳一尺一寸14．请你不要“碰”我15．身体动一动16．起床
以后17．游泳小贴士18．健康娃娃身体锻炼1．放鞭炮2．挂红灯3．走马灯4．游龙钻山洞5．舞龙灯6
．编花篮7．孙悟空本领大8．赶花会9．小鲤鱼跳龙门10．纸的玩法多11．我们去耕种12．小树长大
了13．蜘蛛夹球行14．快乐的小袋鼠15．地球和树林16．寻野趣17．燕子筑巢18．动物运动会19．小
小运输队20．勇敢者之路21．我是小小建筑师22．轮胎运动乐23．我的本领大24．学做解放军25．我
们去探险26．和伙伴一起去上学27．会飞的“毽子”28．打棒球29．脚上跳球30．移位接棒31．跨跳
过彩瓶32．我会变33．球儿乒乓响34．圆圈转转转35．排球比赛36．侧行比赛语言领域说明1．元日（
古诗欣赏）2．拜年（儿歌游戏）3．春节是个百音盒（儿童诗欣赏）4．福气糕（一）（童话欣赏）5
．福气糕（二）（谈话活动）6．十二生肖歌（儿歌游戏）7．我会编谜语（谜语欣赏）8．数花灯（儿
歌欣赏）9．桃树下的小白兔（童话欣赏）10．春天是一本书（一）（早期阅读）11．春天是一本书（
二）（仿编活动）12．乌窝（故事欣赏）13．小蝌蚪找妈妈（一）（早期阅读）14．小蝌蚪找妈妈（
二）（表演活动）15．痒痒树（故事欣赏）16．傻小熊种萝卜（讲述活动）17．种瓜（故事欣赏）18
．风来了，雨来了（早期阅读）19．小老鼠忙碌的一天（童话欣赏）20．我被亲了好几下（儿童诗欣
赏）21．七色花（一）（童话欣赏）22．七色花（二）（谈话活动）23．盲人摸象（故事欣赏）24．
慌慌张张的莎莎（讲述活动）25．赶集（寓言欣赏）26．下楼去（讲述活动）27．快睡吧，小田鼠（
童话欣赏）28．捉迷藏（一）（儿童诗欣赏）29．捉迷藏（二）（仿编活动）30．刘家五兄弟（一）
（故事欣赏）31．刘家五兄弟（二）（表演活动）32．雷公公敲门（早期阅读）33．国王生病了（一
）（故事欣赏）34．国王生病了（二）（早期阅读）35．胖胖兔减肥（表演活动）36．毕业诗（儿童
诗欣赏）社会领域说明1．过大年2．闹元宵3．我是中国人4．世界真精彩5．走进小学6．课间活动7．
整理小书包8．我当小学生9．风筝的传说10．我们去种树11．春游计划书12．我们的鸟类朋友13．有
趣的民间游戏14．勇敢的消防队员15．谢谢你们，我的老师16．地球是我们的家17．方便的生活用
品18．钱的故事19．遵守时间20．朋友的长处21．我做小记者22．请投我一票23．哪种更合适24．特
别的爱（一）25．特别的爱（二）26．全世界的竞赛——奥运会27．和弟弟妹妹一起玩28．端午节（
一）29．端午节（二）30．特殊的日子31．他们在夏天里32．温暖大家庭33．毕业典礼附录 话题一领
域结构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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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表演法。教师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幼儿通过体态动作、语言及表情去体验、感受一定角
色的情感和行为，从而达到情感一社会性发展的目的。一般表演应有明确的主题，主题可以是幼儿商
定的，也可以是教师和幼儿共同确定的。幼儿可根据这个主题自行确定或在教师的帮助下确定相应的
角色。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中的表演总是指向特定的发展目标。教师可以根据幼儿发展的需要和幼儿
行为、情感发展的实际状况，确定表演的主题和相应的角色，并为幼儿表演创设或引导幼儿共同创设
特定的情景，为幼儿的表演提供相关的材料。一般幼儿表演的主题来自现实生活事件或艺术作品（文
学作品、电视等）。对幼儿现实生活的关注有助于表演主题的丰富和生动，也有助于激发幼儿的表演
欲望。　　（5）讲解法。讲解法是向幼儿说明一些简单的、基本的知识和道理，让幼儿了解规则及
其意义，使幼儿知道一些基本的事实，知道判断事物的基本标准，即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应
该怎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讲解法不是幼儿社会学习的唯一方法，但是一种重要的方法。教师对幼
儿的讲解不一定是全班的讲解，还应该包括小组的和个别的讲解。讲解法的使用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那就是依靠幼儿自己的探索和思考很难把握事实、道理或规则的本质，或幼儿自己的探索和思考达成
目的的时间代价过高。教师的讲解有助于降低幼儿理解的难度，或使幼儿真正地掌握相关的内容。教
师无视幼儿能力的过于深奥的讲解以及不顾幼儿兴趣的过于重复的讲解不利于幼儿的社会学习。讲解
不是从道理到道理，讲解经常需要例证，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中的讲解应该是感性的、生动的、具体
的，关注幼儿兴趣和已有的经验。　　（6）谈话法。谈话法是教师与幼儿及幼儿和幼儿之间围绕某
个问题进行的思想和情感交流，语言交流是其核心的表现形式。它经常表现为教师和幼儿之间及幼儿
和幼儿之间的相互提问、对答。谈话法在幼儿社会领域教育的使用，有助于幼儿表达对社会事物和现
象的经验，有助于幼儿和教师之间分享思想和情感，也有助于幼儿形成一些正确的观念。教师的引导
在谈话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教师引导幼儿进入谈话的话题，并表达自己的想法，提出自己的疑
问，使谈话围绕教育活动的目标。谈话的话题，可以是教师引起的，也可以是幼儿提出的，但任何话
题一定要蕴涵社会领域教育的目标，并具有可谈性，即谈话能够深入下去。一般说来，话题与幼儿生
活的关系越密切，就越具有可谈性。谈话可以在全班进行，也可以在小组中进行，可根据需要灵活组
织。　　（7）讨论法。讨论法是指教师和幼儿围绕某个论题进行的思想碰撞或思想发散。幼儿园社
会领域教育中的讨论有两种性质，一是价值冲突型的讨论，如谁对谁错等；二是多种求解可能型的讨
论。讨论法的前提是有一个可讨论的论题，这个论题要么是存在价值冲突，要么是有潜在的众多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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