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班本主题活动以生活为基础，是由幼儿主动发起的具有生成性的深度学习活动。在班本主题活动中，教师需要关

注幼儿的想法和行为，在观察的基础上有效支持幼儿深入探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文章以班本主题活动“我的六一

我做主”为例，阐述教师在活动中如何观察幼儿学习行为，搭建适宜的“支架”，支持幼儿多元表征，推动幼儿在“问题”

的学习模式中提高问题解决能力、经验迁移能力、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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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本主题活动的主体是幼儿，教师的角色是幼儿学

习的支持者、引导者。幼儿在班本主题活动中的深度学

习，不仅需要基础材料的支持，更需要教师立足儿童本位，

深入细致地观察、分析幼儿，寻找幼儿在生活中的真问

题和兴趣，挖掘其中蕴含的价值。同时，教师要对幼儿

的想法及时回应、梳理、提炼与支持，帮助幼儿将活动

中的经验从零散归于整合，从而有效支持幼儿在自我探

究的驱动下参与课程。因此，在科学观察的基础上提供

有效支持与引导是教师推进幼儿深度学习进而获得发展

经验的关键。

一、 观察先行—发现真实问题

班本主题活动生成与建构的过程，是教师观察、解读、

发现幼儿的过程，需要教师在观察中及时捕捉幼儿的兴

趣，并能在了解幼儿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发现并聚焦幼

儿学习与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引导、激发幼儿各种兴

趣的链接，从而确立有价值的班本主题。

六一儿童节前夕，幼儿常常结伴交流“‘六一’怎么

过”，还时不时提问，“这个‘六一’我们要怎么庆祝？”

看到幼儿对“怎样过‘六一’”的话题饶有兴趣，教师决

定支持幼儿的想法，将主动权还给幼儿，让他们自己对

节日活动出谋划策。就这样，教师和幼儿一起开启了新

的班本主题活动—“我的六一我做主”。

经过讨论、观察可以发现，幼儿的想法很多，教师

先让幼儿说说自己想怎么过节日，有什么心愿，并请他

们将自己的心愿以绘画的方式写在心愿清单上。幼儿的

心愿五花八门，教师没有决定采纳谁的想法，而是组织

幼儿共同讨论决定。幼儿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决定用投

票的形式选出最受欢迎的庆祝方式。根据票选结果，幼

儿决定用才艺表演的方式来庆祝。但表演什么节目，谁

来表演？幼儿再次商量，决定制作一份图文结合的计划

书，把最喜欢的心愿画出来。

计划书出炉后，幼儿开始讨论这次才艺表演的具体

节目单。看到琳琅满目的节目单，教师适时抛出了问题：

“这么多节目，一天都演不完，怎么办？”于是，新的

探究问题又开始了：“怎样才能在半天时间内完成庆祝活

动？”“哪些节目是我们自己想看的？”“小班的弟弟妹

妹喜欢看什么？”经过一番争论，幼儿决定采取调查的

方式解决这些疑问。幼儿自己设计了调查表，带着问题

去问自己的同伴。通过调查，幼儿发现同伴都喜欢看舞

蹈和唱歌，可舞蹈和唱歌的节目也很多。幼儿商量后决

定先海选，海选晋级的节目才能参加“六一”当天的正

式演出节目。最后，幼儿选出了自己喜欢的节目。就这样，

班本主题活动“我的六一我做主”拉开了帷幕。

可见，在这次“我的六一我做主”班本主题活动生

成过程中，教师从幼儿的视角出发，尊重、支持幼儿的

想法，从幼儿丰富的兴趣中有效遴选出幼儿的真兴趣、

真问题，鼓励和引导幼儿学习制作简单的计划和统计，

班本主题活动中幼儿深度学习行为的观察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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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他人交流分享，通过主动学习丰富幼儿的已有经验、

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分享发现的结果。同时教师先行

观察，找到了幼儿的兴趣点，发现并聚焦真实问题，满

足幼儿的心愿，协助他们完成了愿望。

二、 多维支持—引领学习走向深入

( 一 ) 提问启发：推进幼儿意义建构和经验生长

在班本主题活动的实施过程中，教师需要进行适时、

适当地有效介入，追随幼儿提出问题，引领幼儿分析并

解决问题，既要鼓励幼儿主动探究，又要帮助幼儿创造

一个个新的“最近发展区”，使幼儿明晰班本主题活动的

要求和任务，也为后续活动的开展做好铺垫。

“我们需要怎样去邀请弟弟妹妹观看呢？”“弟弟妹

妹怎样才能知道我们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呢？”幼儿

对自己规划的“六一”活动非常期待，也希望有更多的

同伴参与他们的活动。“那怎样让弟弟妹妹知道我们班级

的活动呢？”教师再次启发幼儿思考。“老师，可以制作

大大的宣传栏目让大家都看到吗？”“我以前去参加婚礼

的时候都会收到请柬，我们也可以制作一张邀请函。”这

一想法得到了其他小朋友的赞同。“那邀请函上需要有哪

些内容可以让别人清楚地了解？”于是，幼儿从家中收

集来了各种各样的邀请函、请柬，仔细观察上面有哪些

具体内容，哪些是可以参考用于这次的“六一”邀请函的。

在幼儿的讨论中，他们初步认识了本次邀请函上需要写

上时间、地点、活动的内容。于是，幼儿从美工区找来

了彩纸、蜡笔等材料，每个孩子都用画图的方式制作了

一张张不同形状的邀请函。

“老师，小班的弟弟妹妹光从邀请函上写的地点可能

并不能准确地找到我们的演出地点。”“那可以用什么办

法指引弟弟妹妹顺利找到呢？”当幼儿在探究问题时遇

到困难，教师不要急于告诉幼儿正确的途径，而要鼓励

幼儿回顾已有的生活经验，为幼儿的深度学习搭建适宜

的“支架”，推动幼儿主动思考解决问题。“老师，我旅

游过的地方，会有一张地图，我能按照地图的指示找到

相对应的地方。”为了让弟弟妹妹能清楚地找到演出地点，

幼儿再次分工行动，在每一个转角楼层都贴上了指引标

记，并制作了演出地图，最后为其他班级的小朋友和教

师送去了邀请函和行走路线图。

班本主题活动的主题、内容等都由孩子讨论及投票

决定，充分体现了从生活教育出发，立足“儿童本位”

的理念。在班本主题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应该发挥引

领者与支持者的角色，积极关注幼儿发展的生长点，聚

焦“课程、幼儿、教师”三要素，将课程资源真正转化

为幼儿的经验，鼓励幼儿以“全参与”的态度深入课程

资源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启发引导幼儿通过一个又

一个问题将学习与探究引向深入，使幼儿在真实的活动

中提出并探究问题，让幼儿在自主讨论、探究、操作、

体验中自主迁移关键经验，推进幼儿的意义建构和经验

生长。

( 二 ) 引导协助：渐入深度学习佳境

深度学习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价值取向的学习，儿

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认为儿童是意义的创造者，他们

通过参与那些有意义的、真实的问题情景来建构自己的

知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园教

育要“提供自由活动的机会，支持幼儿自主地选择、计

划活动……”支持幼儿深度学习，教师应该支持幼儿自

主安排计划。教师要根据活动目的选择恰当的观察维度，

获得有意义的信息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支持幼儿通过交

流合作，寻求问题的解决路径，在新旧经验的联系与建

构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把探索到的知识迁移到当前

的问题中，真正实现深度学习。

在班本主题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幼儿是探究的主角，

教师的主要工作则是营造积极的互动关系，能准确把握幼

儿的发展水平，及时观察、发现和理解幼儿的意图，认同

和支持他们的决定，并在此基础上，温和、适宜地延伸

幼儿的学习和思维水平。幼儿设计的“六一”活动计划中，

对设立演出地点的兴趣是非常高的，“幼儿园里没有真正

的演出厅，我们需要怎样安排场地？”一个个小疑惑在

幼儿心中产生。幼儿是如何分配角色的？在实施的过程

中，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带着这些疑问，幼儿安排布置

演出厅的前奏也逐步开始了。“座位需要排几排？”“怎

么样让弟弟妹妹有序入场？”“是否需要购买演出票的环

节？”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幼儿在探究中积极寻找答案。

“观看演出还需要哪些准备呢？”“要有演出票。”于

是，幼儿开始研究演出票的知识。有的孩子从家里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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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之前看过的电影票、舞台剧票的存根，去了解票上有

些什么。有的孩子说票上有时间、地点、二维码等，有

的孩子说还要写几排几座等。在一番讨论下，幼儿初步

了解了本次“六一”演出票的基本要素，大家又积极地

开始投入演出票的设计，幼儿分工合作进行绘画、剪贴，

一张张独一无二的演出票呈现出来……他们为演出厅设

计了标志，并写上了具体的观看时间。

演出票设计完成后，下一步是演出厅的布置。根据

幼儿的已有生活经验，笔者和幼儿讨论，“演出厅是怎样

布置的？都有哪些工作人员？小朋友进入演出厅是如何

找到自己的座位号的呢？”“老师，我们设计的票上有几

排几座，演出厅的座位号是根据几排几座安排的，按照

单号和双号有序排列的。”“我们要制定一定的规则让弟

弟妹妹遵守，可以设计一张观看公约。让弟弟妹妹有序

排队进入演出厅，指导他们认识自己的座位号。”说着，

幼儿根据数字的单双号进行书写和排序，然后逐一贴在

椅背上。“老师，演出厅里还有检票员、售票员、指引者、

测温区。”“那这些工作人员我们可以如何安排呢？”教

师提出新问题，鼓励幼儿自主讨论解决问题，并通过自

主商议选出当日所需要的工作人员。

在布置演出厅的过程中，幼儿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教师有意识地进行铺垫与启发，引导幼儿用图画、

语言、符号、动作等多元的表征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

开启深度学习，最终自主解决问题，获得成功的体验。

教师在发挥引导者、协助者角色的同时，也引导、协助

幼儿学习用适宜的方法去探究和解决问题，或为自己的

想法调查收集证据，充分表达自己的问题、想法和经验，

助力幼儿渐渐进入深度学习佳境，最终自主解决问题，

获得成功体验。

三、 搭建“支架”—推进班本主题衍生

在推进班本主题活动实施的过程中，主题的走向、

内容以及组织形式都将随着幼儿的兴趣发生变化。在指

向深度学习的班本主题活动实施进程中，教师要注意问

题导向，根据幼儿的需要及时提供幼儿学习的“支架”，

及时帮助幼儿梳理新旧经验，让幼儿在探究过程中深度

学习，从而真正推动班本主题衍生与活动延展。

在遇到问题时，幼儿没有轻易放弃，而是积极思考，

根据自己已有的认知经验获取解决问题的办法，进行更

深入的探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需要做的是适时启发

引导，分解探究任务，支持幼儿在合作互动中验证结论，

调动幼儿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放手让幼儿主动

探究，不断建构新经验。“六一”当天，幼儿的演出如期

进行。“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演出厅的表演让幼儿有机

会将想象变为现实，每个环节的设计都蕴含着幼儿的智

慧，他们真正成为活动的主人，让演出活动更有价值。

深度学习理论强调多学科之间形成有机融合。幼儿

深度学习的原点在于对事物的疑问与探究，经过梳理才

能转换成经验积累。在“六一”活动的设计与开展中，

教师为幼儿创造一个个新的“最近发展区”，更为幼儿跨

越一个个新的“最近发展区”搭建合适的“支架”。在这

样循环上升的“建立支架—撤去支架”的过程中，幼儿

获得探究的经验，体验探究的乐趣，实现了幼儿对知识

的理解与经验的建构。活动结束后，教师还要帮助幼儿

回顾本次班本主题活动的探究过程，讨论自己做了什么、

怎么做的，分析并讨论接下来要做些什么等。通过剖析

回顾，有助于提高幼儿的探究能力。教师要科学地观察

分析幼儿的问题与兴趣，在有效、多元的支持过程中推

进幼儿的深度学习。同时，教师作为幼儿深度学习的支

持者、合作者，在课程实施后，教师自身也要对班本主

题的实施进行反思与梳理，让班本主题活动全面融合，

使幼儿的经验走向整合，从而让班本主题得以衍生，并

走向一定的高度，为下一轮班本主题活动的生成与优化

提供依据与参考。

班本主题创生与活动实施，不仅能随着幼儿“经验

链”的形成而不断衍生和继续延展，同时也在动态建构

属于幼儿自己的课程。通过开放、自主的形式，让幼儿

真正成为“问题解决者”，丰富经验，筛选信息，提出方案，

不断丰富班本主题活动的内涵，让幼儿在班本主题活动

探究过程中推动深度学习，培养幼儿自主计划、探索实

践、自主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需要秉持一种动态、

发展的眼光，在先行观察的基础上，看懂幼儿，支持幼儿，

引领并鼓励幼儿在班本主题创生与活动实施的动态过程

中实现深度学习，提高幼儿的核心素养，不断助推幼儿

的经验生长与认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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