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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主题课程的推进式实施策略
—以小班课程《咕噜咕噜蹦》为例

芮燕华

常州市红溪实验幼儿园，江苏 常州 213000

摘要：开放性主题实践课程，以幼儿教育基于发展核

心素养的品质为基本点，从体验、探索、发现出发，

明确了生态的、开放的、创新的、终身教育的理念。

主题性实践课程的实施为孩子们创设了合作探索的机

会与条件，体会合作探索学习的过程，它不仅丰富了

幼儿教育的方法、形式和手段，而且极大地拓展了幼

儿教育的空间，对幼儿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产生积极、

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开放性主题课程；幼儿教育；合作探索发现；

核心素养

分类号：G613.7

幼 儿 有 一 百 种 语 言， 一 百 只 手， 一 百 个 念 头，

一百种思考、游戏及说话的方式。文章以小班课程《咕

噜咕噜蹦》为例，把幼儿和球的关系从认识球变成和球

做游戏，再深入探索各种各样的球，让孩子在发现—喜

欢—适应—享受—期待中感受关系的变化（见图 1）。 

对接《3 ～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链接小班

幼儿的核心素养，提出以下教学目标：（1）探索球的多

种玩法，发展幼儿肢体协调能力，掌握基本滚球、抛

接球、拍球的能力，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2）体验

球类运动带来的乐趣，以提高幼儿探究的热情，让篮

球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3）通过游戏增加幼儿对球

类运动的喜欢，建立良好的球运动常规；（4）探索研

究滚动的乐趣，发现物体滚动的现象及运动的不同轨

迹，学会做物体运动轨迹的简单记录；（5）通过拍球

比赛，提升幼儿的自信心，激发幼儿热爱体育运动的

兴趣。

1  热衷—课程创生于幼儿热衷的事物，

满足幼儿需求

球是孩子很好的玩伴，球的颜色可以刺激视觉细

胞；球可以让孩子丢接，训练手眼协调能力及手臂力

量；球可以让孩子踢，训练双脚力量与平衡能力；球可

以让孩子拍，让孩子听觉得到刺激并且训练节奏感。

孩子们和球的不解之缘是从小班第一学期的亲子

运动会开始的。运动会方阵主题为“篮球宝贝”，在练

习的过程中，孩子们与球有了第一次的接触，从此，

篮球成了教室里的“小明星”，孩子们总喜欢在自由活

动时间去看一看、摸一摸、玩一玩。在这学期，篮球

也成为户外运动的工具之一，孩子们与球有了亲密的

接触……弹跳的篮球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孩子们的发

现与成长之旅也开始了！

在活动开始前，孩子们与篮球来了一场近距离的

接触。摸一摸，篮球什么感觉？看一看，篮球长什么样？

找一找，篮球有什么特点？

在观察对比中，孩子们发现了篮球的一些特点：

篮球是圆的，有六条线；有橙色、黄色等颜色，摸起

来较粗糙；篮球会滚动，而且会蹦得很高。

教师感悟：篮球是怎样的？它有哪些有趣的用途？

孩子们运用多种感官感知球的特征，在与球的亲密接触

中，充分感知、交流关于球的已有经验，并激发幼儿对

球的喜爱。

文章编号：1671-8429（2022）02-0148-03

图 1 《咕噜咕噜蹦》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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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索—课程创生于幼儿的探索、发

现，发展幼儿的核心素养

《3～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也明确指出：“培

养幼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是幼儿园体育的重要目标，

要根据幼儿的特点组织生动有趣、形式多样的体育活

动，吸引幼儿主动参与。”

2.1 故事一：球球俱乐部诞生了
在玩球的过程中，孩子们遇到了困难：由于场地

限制，孩子们玩球时，各种玩法混在一起，互相干扰，

影响了游戏的质量。

孩子们的想法：可以把场地划分成不同的游戏区

域，这样就不影响了。

孩子们的困惑：没有标识，我怎么知道这个场地

玩什么呢？

孩子们的想法：可以制作区域牌。

大讨论：在户外场地你们想玩哪些球类游戏？

经过讨论与投票，结合场地器械与优势，孩子们

确定了 8 种玩法：投篮、斜坡滚球、大圆滚球、顶球、

拍球、球球进洞、抛接球、转球。

有了玩法，有了区域牌，孩子们每次游戏前，根

据场地特点，自由布置区域，使游戏井然有序，更大

程度地调动了幼儿游戏的积极性。

教师感悟：幼儿看见一件新的东西，一定要用手

去摸，或是亲手去做，如此得到的经验，能够格外地

长久保持。故在教学中，要鼓励幼儿多用手做，多用

眼看，而少用耳听。当孩子们尝试了球的不同玩法，

就锻炼了手眼协调能力，增强了身体协调能力。

2.2 故事二：拍球区的故事
在球球俱乐部中，最受欢迎的是拍球区，最不受

欢迎的也是拍球区，因为，会拍球的孩子在里面，尽

情展示自己的拍球技能，迎来小朋友们的掌声，大大

提升了自己的自信心，所以乐此不疲；而还没有学会

拍球的孩子，在拍球区屡屡受挫，所以不太爱来这个区。

现代幼儿心理学研究认为：4 岁左右是幼儿游戏

蓬勃发展的时期，他们能理解游戏规则，有时还能进

行自主游戏。教师应遵循自主性原则，把球抛给孩子

让他们思考：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应该怎样拍球？我

还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拍球？让孩子们自己去创造玩法，

和同伴一起分享。

遇到的问题：（1）球越拍越低；（2）压根拍不到

球；（3）拍两下球就跑了；（4）拍了一会儿就想去玩别

的了。

经验分享：（1）球跑掉了，追回来继续练习；（2）球

拍得低的时候就用力拍一下，它就变高了；（3）爸爸

把拍球方法教给了我，可以回家跟大人学；（4）专心

一点拍，眼睛紧紧地看好球；（5）用力拍，球就不容

易跑掉。

通过交流分享，经过努力的练习，孩子们对于拍

球这件事，有了很多直观的感受，很多孩子都学会了

拍球，体会到了成就感。

孩子们还尝试了坐着拍、蹲着拍、拍球跨过障碍物、

左右手轮流拍等。花样拍球再次激发了孩子们对篮球

的兴趣，他们真的越来越喜爱拍球了。

教师感悟：孩子的认知是通过自己的不断体验、

记录再体验获得的，他们在多次与球的接触中有了自

己的感悟，而且每一个人收获都不同。孩子们在主题

活动中有不同收获，感受自己的成长与力量，学会了

交往与探索。

2.3 故事三：滚动实验
这个故事发生在斜坡滚球区，今天斜坡滚球的区

域牌，放置在了水泥坡道上，孩子们发现在水泥坡道

上球的滚动速度和木头坡道不一样，于是孩子们开始

寻找不同材质的坡道，去探索、发现。

基于幼儿对坡道的兴趣，教师和孩子们商量在教

室里设置一个斜坡滚球的区域，供幼儿随时探索与实

验。孩子们设计的坡有光的、毛的、高的、矮的、直的、

弯的。

孩子们在区域里探索、记录，他们有了很多的发

现：（1）球在短的斜坡滚得快；（2）球在光的斜坡比

毛的斜坡滚得快；（3）球在高的斜坡比矮的斜坡滚得

快；（4）球在直的斜坡比弯曲的斜坡滚得快。

教师感悟：这样宽松的氛围为幼儿的挑战提供心

理上的支持，孩子们在探索中发现球的多种玩法，发

现不同的坡道球的运动轨迹，让孩子们获得关键经验，

提高了幼儿自主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解决能力，提高了

合作的能力，提升了幼儿的核心素养。

3  灵活—多样化的途径实现课程教育

目标，深入课程

蒙台梭利曾经说过，“来自智力的东西没有一件不

是来自感官”。教师应鼓励幼儿多与球接触，通过尝试

不同玩法刺激感官，引发孩子独立思考，主动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使孩子获得主动学习的乐趣的同时增强自

己的体质，又培养了自身的耐挫力、学习力、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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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造力等优秀的学习品质。

在球球俱乐部中，孩子们用篮球玩起了踢球游戏。

岚岚说：“足球是专门用来踢的，还要有守门员呢。”

于是，还有哪些球类的话题，拉开了球球博览会的序幕。

孩子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球类以及球类玩具，孩

子们不断进行互动、游戏，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

于球的理解。

教师从球的种类、作用、玩法等方面让幼儿充分

了解各种各样的球并喜欢上球类活动，拓宽了孩子的

视野。从常见的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到橄榄球、

高尔夫球、板羽球、冰球等；从圆圆的球到橄榄状的球、

椭圆的球、瓶状的球等，小朋友们对球的兴趣越来越浓。

教师感悟：让幼儿在玩球、谈球中了解和探索不

同球的特性。最后，以球类运动为切入点，充分展开

“球的游戏”的各种活动。多元的材料和游戏方式，让

幼儿在玩耍的同时感受自己的成长以及与同伴合作游

戏的快乐。

4  开放—开放的课程资源支持课程创

生，升华课程

陈鹤琴先生曾经说过：“幼儿大都喜欢比赛、喜欢

竞争的。做教师的应当利用这种心理去教导幼儿，去

增加幼儿的兴趣，去促进学习的效率。”

在听到孩子想要和好朋友进行比赛时，适时地给

他们创造温馨的场景，邀请家长给他们鼓劲，让他们

在轻松的环境中展示自己的本领，比赛中孩子们自发

地给小伙伴喊加油。比赛结束后孩子们在分享自己的

感悟时，拍得少的孩子并没有感到很伤心，而是决定

继续努力；拍得多的孩子也没有为此骄傲，而是觉得

自己可以拍得更多，这种泰然处之的心态也只有在这

种环境下才能培养出来。

教师感悟：课程向家庭开放，让孩子们拥有了一

场别具仪式感的比赛，不看比赛结果，享受为孩子加油、

呐喊的过程，孩子感受父母的爱，在比赛中展示自己

努力后的成果，正是教育者的教育理想。

主题将接近尾声，孩子们也有许多感悟。

沈逸成：“投篮时，我能投得最高，我很厉害！”

牟梓予：“我可以把球踢得很远很远，我都追不

上它。”

朱烁奇：“我和戴雨萌一起抛接球，我们成了好

朋友。”

杨予唅：“我认识了排球、橄榄球，我喜欢在球球

俱乐部里玩球。”

主题活动虽然结束了，但孩子们对玩球的兴趣有

增无减，对感兴趣的事物的探索精神仍然存在，这种

优良品质将伴随孩子的一生。

课程反思：了解是教育的前提，兴趣是学习的动力。

在“球的滚动实验”中，及时关注幼儿的需求，创设

不同的坡道，满足幼儿探索的兴趣，在宽松的氛围中

学到了更多的知识，也让他们感受到了通过自己的探

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快乐。

在“球球博览会”中，教师为幼儿准备了平时不

常见的球类：保龄球、台球、足球、羽毛球等，还提

供了多样的球类玩具：捏捏球、黏黏球、抖抖球，深

得孩子们的喜欢。这不仅培养了幼儿参与活动的兴趣，

更使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习得各种球类的玩法。 

从活动开始的“篮球大调查”到“球球博览会”，

再到“拍球比赛”，家长参与了活动的整个过程，为幼

儿的学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在篮球大调查活

动中，幼儿和家长一起探索篮球的玩法，通过实践，

并把它记录下来。在拍球比赛中，家长更是走心，一

个个加油牌，一段段暖心的视频，整个活动过程在轻

松愉快还伴有感动的氛围中圆满完成。

5  结束语

开放性实践课程不仅丰富了幼儿的课程内容，提

高了幼儿的学习积极性，更是强调了幼儿的动手能力

与人文素养，有利于促进幼儿综合能力的发展。幼儿

在活动探索中解决问题、建构新经验，满足了个体适

宜发展的需求。通过彼此支持、互助、分享，幼儿也

找到足够多的事实证据来让教师确信所有幼儿的潜能

是可以被激发的。因此，开放性教育下的幼儿是有能

力的、坚强的，是有权利去憧憬和被重视的。他们是

与成人一起进行探究、积极的主体，在他们身上表现

出了有想法、会规划、善表达、乐探索的学习品质。同时，

教师通过螺旋式上升的计划、行动、观察、反思过程，

对主题活动的开展有了更丰富、更有效的经验，这也是

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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