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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展论文

摘要：乡村的课程资源具有鲜明的自然生态性和乡土人文性，是幼儿生活学

习的重要资源。乡村幼儿园教师要灵活运用多样的方式，因地制宜地合理开

发利用乡村丰富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建设适应乡村幼儿发展

需要的幼儿园课程，以促进乡村幼儿的全面健康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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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乡村幼儿教育，需要根据乡村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乡村

的资源，为幼儿教育提供丰富多彩的内容和良好的保障条件，以促进乡村幼

儿身心全面和谐健康的发展。乡村具有独特的地域特点和特色资源，往往是

城市所不具有的，发掘这些资源的课程价值，加以开发利用，能够给乡村幼

儿园的课程建设带来丰富的内容和形态，也能很好地适应乡村地区幼儿的身

心发展需要。

一、乡村幼儿园环境与资源的特点

乡村幼儿园地处集镇与农村地区，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等

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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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然生态性。乡村幼儿园地处乡村，其周围就是广大的农村，

农村地区长久以来主要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依靠自然

生态环境的资源生产农业产品，因此乡村地区的环境多数保持着自然生态性。

有着广阔的原野、茂密的森林、清清的河流，还有着鸟语花香、四季变化以

及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自然生态性的幼儿园环境不仅仅为幼儿园的发展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也是幼儿园课程自然生态资源的源泉。

（二） 多样差异性。我国地域辽阔，乡村差异很大，正所谓“十里

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地域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而且差异巨大。乡村

幼儿园地处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就拥有着不同的自然资源、社会资

源和人文资源。有的幼儿园地处平原地区，拥有广阔的原野和发达的村落；

有的幼儿园地处江南水乡，湖泊纵横，河网密布；有的幼儿园地处山区，丛

林茂密，动植物丰富；而有的幼儿园地处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民族特

色和传统文化。乡村人口居住分散，即便是同一地区，其环境多样且差异也

很大，这为幼儿园因地制宜地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课程资源提供了条件。

（三） 乡土人文性。乡村幼儿园虽地处乡村，但乡村在成百上千年

的发展中往往传承下来丰富的传统文化。如文物古迹、特色物产、民间艺术、

民俗风情、生产和生活经验。这些人文资源是乡村的灵魂，是乡村的生命。

这些乡村的传统文化资源使得乡村不仅仅具有自然生态性，更具有乡土人文

性。儿童在丰富的乡土人文性的环境中生活成长，不仅仅促进了儿童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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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发展，更给幼儿园教育带来了丰富的生活资源，为幼儿园开发乡土课程

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二、 乡村幼儿园课程资源的类型

乡村幼儿园地处乡村，尽管其社会文化资源没有城市丰富，但在自然资

源、乡土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方面却特色鲜明，丰富多样。

（一）乡村的自然资源。

大自然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在乡村，各种形态的地形地貌，

山丘、小河、水塘、湖沼一应俱全；一年四季的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植物

种籽常年不断。这些丰富多彩的资源只要开发利用得当，就能成为幼儿感兴

趣的活动材料。具体来说，乡村幼儿园拥有的极其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主要

有：①自然性的地形地貌，如山河湖海、水塘沙洲、山丘田野等；②自然时

令资源。如四季变化，节气环境、气温气候等；③自然的动植物资源，如花

草树木、禽鸟鱼虫等；④自然物产资源，如矿产资源、农产品资源等。

大自然就是活教材，乡村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乡村幼儿园教育的主要课程

资源。地形地貌资源是乡村幼儿园开展体育活动的有利资源，乡村的体育活

动器材往往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而无力购买，但是乡村拥有城市所没有的地

形地貌，可以利用山丘、河谷、和广阔的平地开展体育活动，促进幼儿的身

体健康成长；动植物资源是幼儿认识自然世界，探索未知世界重要的课程资

源，也是对幼儿进行环境教育的重要资源；一年四季、气候变化等都是幼儿



4

园开展健康教育、环境教育、科学教育的重要资源；而丰富的物产资源不仅

是幼儿认识事物的重要对象，而且是爱家乡、爱祖国教育的宝贵资源。大自

然是乡村幼儿的欢乐之源。因此，乡村幼儿园教师应走进自然，挖掘身边的

自然资源，积极引导幼儿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促进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 乡村的社会资源

乡村幼儿园所处的地方不是集镇就是村落，有的集镇人口比较多，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源还是比较丰富；有的幼儿园地处村落，社

会资源相对贫乏。但是只要幼儿园密切与社区村落的联系，加强合作，集镇

村落的社会资源都可以成为幼儿园重要的课程资源。乡村的社会资源内容广

泛，种类很多，主要有：①集镇、村落的各种组织、机构和生产生活场所，

如商店、医院、银行、活动中心、图书室等；②集镇、村落各式各样的社会

生产、生活活动，如社火庙会、婚丧嫁娶、种植养殖、节日活动、民间游戏

等；③集镇、村落的人力资源，如机关干部、民间艺人和专业人士以及幼儿

家长等；④地方特色资源，如地方特产、特色产业、名胜古迹等。这些社会

资源蕴含着丰富的课程价值，如集镇村落的组织、机构和场地能为幼儿园课

程的实施提供广阔的空间；乡村丰富的特色资源能够使幼儿了解家乡、热爱

家乡；而乡村的人力资源也能够为幼儿园的课程提供更大的便利等等。幼儿

园充分开发利用这些社会资源，既可以建设起适应乡村地域特点和幼儿生活

需要的课程，还可以为幼儿园课程实施创造有利的条件，使得课程更加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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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活化。

（三）乡村的文化资源

乡村虽然地处边缘，文化资源较之城市相对贫乏，但是乡村也拥有自身

独特的文化资源，特别是拥有独特的乡土文化资源。这给乡村幼儿园丰富课

程内容，开展乡土教育和人文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乡村通常拥有的文化

资源主要有：①乡约民俗文化资源，如：婚丧嫁娶的规矩、节日生活习俗、

饮食文化等；②历史文化资源，如历史名人、名胜古迹等；③民间艺术文化

资源，如童谣、民歌、民间故事、地方戏剧舞蹈、民间剪纸泥塑、特色建筑

等；④ 方言文化资源，如各地乡村的地方话语、绕口令、顺口溜等。⑤民

间游戏和体育活动，如“斗鸡”、“走高跷”等。乡村的地方文化资源各式各

样，丰富多彩，具有浓郁的乡土人文特色，是幼儿园开发利用的重要的文化

资源，是丰富幼儿园课程内容和形式的重要途径。

（四）乡村幼儿教师资源

乡村幼儿园教师是乡村幼儿园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尽管乡村课程资源比

较丰富，但都是存在于乡村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之中，需要乡

村幼儿教师去发掘开发与利用。“教师不仅决定课程资源的鉴别、开发、积

累和利用，是素材性课程资源的重要载体，而且教师自身就是课程实施的首

要的基本条件资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师是最为重要的课程资源，

教师的素质状况决定了课程资源的识别范围、开发与利用的程度以及发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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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水平。”①因此，开发利用乡村课程资源，需要乡村幼儿教师具备广阔的

课程资源视野、开放的课程资源意识、较高的课程开发资源能力和丰富的课

程资源开发经验。

乡村幼儿教师不仅仅是乡村幼儿园课程资源的重要开发者，更是幼儿教

育的领头人，教师自身的素质是幼儿园课程最关键的资源。特别是乡村幼儿

教育观念相对陈旧，教育方法相对落后，课程单一，资源相对贫乏，要克服

所有这些幼儿教育的不利因素，首要的就是要提高幼儿教师素质。幼儿教师

要树立信心，加强学习，转变观念，提高素质，培养能力，改革乡村幼儿园

课程体系，开发利用丰富的乡村资源改造幼儿园单一课程，以促进乡村幼儿

教育的健康发展。

三、乡村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式

（一）主题教育活动开发方式

幼儿园主题教育活动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围绕一个中心内容即主题来组

织开展的一系列教育活动。主题活动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将各种学习内容

围绕一个中心或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学习者通过该主题的活动，能够获

得与主题有关的较为完整的经验。对于幼儿认识世界、了解社会、认识自我

都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是幼儿园课程主要的实施形式。在乡村，幼儿园可

以依据乡村的资源特点，组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充分调动幼儿参与的主动

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幼儿的发展。如根据乡村的资源的特点，开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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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好吃的家乡野菜”、“美味可口的民间饮食”、“快乐的民间游戏”、 “有

趣的……”“家乡的民间艺术”、“精彩的民间故事”、“家乡的四季”、“家乡

风俗我熟悉”等系列主题活动。一般而言，乡村幼儿园主题教育活动主要有

三类：

1、体验式主题活动。即教师应该根据幼儿园课程目标，有针对性地组

织幼儿参与一些社会生活活动，使幼儿在社会生活活动的过程中自觉、积极、

主动地获得发展。在乡村，一年四季富于变化的美丽环境，广袤的原野和森

林，丰富的乡土文化活动，都是乡村幼儿园开展体验式主题活动的重要资源。

开展体验式主题活动，教师要注意确定适合幼儿身心特点的实践活动类型，

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加强引导，并及时组织幼儿进行总结。

2、探究式主题活动。即教师通过组织幼儿围绕某一问题，指导幼儿通

过观察、操作等活动，使幼儿在解决各种问题的探究过程中，满足他们的好

奇心，强化幼儿的问题意识，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和初步的科学探究精神。

探究式主题活动让幼儿走出书本，走出教室，走进自然中，走进生活中、走

进社区中，在幼儿对问题的探究过程中确立了幼儿的主体地位，培养幼儿的

合作与探究意识。乡村幼儿园可以利用多彩的大自然、丰富的动植物、浓郁

的乡风民俗和地方特色资源来开发探究的问题，引发幼儿的兴趣，引导他们

主动探究。同时，开发利用丰富的乡村资源，为儿童的探究创造丰富的环境，

提供充足的支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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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陶冶式主题活动。即教师通过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

传统等课程资源，创设一定的教育活动情境，陶冶幼儿的情操，培养其良好

的个性品质的教育活动。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大自然是第一本教

科书”，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乡村的自然条件开展主题活动，组织教育内容，

开展相关活动，让幼儿通过自身的感受和体验，在大自然中学习知识、提高

技能、陶冶情操。

（二）环境创设开发利用方式。

幼儿园的环境对幼儿来说是一种隐性课程，其对幼儿的作用是间接的、

内隐的，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作用。正如瑞吉欧教育的创始人马拉古

奇所说：“我们重视环境，因为环境有能力去组织、提升不同年龄的人之间

的愉悦关系，创造出美好的环境，提供变化，让选择和活动更臻完善。而且

环境的潜能可以激发社会、情感和认知方面的种种学习。”②乡村幼儿园在环

境创设中，受制于有限的教育投入，其购置的设施设备资源是有限的，但乡

村幼儿园可以充分利用乡村特有的有利资源，创设丰富的环境，幼儿在其中

生活、游戏，感受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首先，幼儿园的环境布置与装饰可以利用乡村特有的资源丰富环境的

创设。如把乡村当地的植物种植在幼儿园里，在墙饰上画上乡村的动植物、

当地的民间故事和当地名人等。

其次，在幼儿园的区角，可以充分利用乡村的各种各样的丰富资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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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幼儿园区角的环境和材料。如植物园种植乡村植物；动物园养殖乡村动

物；自然角陈列乡村教师和幼儿共同收集的各种种子、野果、树叶、竹子、

稻草、松果等；美工区搜集各式各样的种子做贴画材料，对蔬菜瓜果创意制

作等；操作区利用竹篾、藤条等材料让幼儿编织；体育区利用竹木玩具和乡

村的树墩等开展体育锻炼活动等。

再次，在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中，利用乡村资源创设活动情境，激发幼

儿的兴趣，引导幼儿好奇心，满足幼儿的心理需要。如在春暖花开时让幼儿

在草地上翻跟头、打滚。夏天,在浓荫蔽日的小树林里跳皮筋、捉迷藏、荡秋

千；秋天、冬天,可在树林草地上利用小石头、沙土、绳子、稻秆、树枝等自

然物发展幼儿的走、跑、跳、钻、爬等综合能力等。

总之，乡村幼儿园要根据乡村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乡村资

源，把乡村幼儿园打造成自然与人文和谐融为一体的生态型环境。

（三）游戏活动就地取材开发利用方式

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是“幼儿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

是他们基本的对象性活动，同时也是最能表现与肯定幼儿的主动性、独立性

与创造性的主体性活动对于幼儿主体性发展与培养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是

学前教育阶段培养幼儿主体性的适宜途径。”③《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也指出：幼儿园教育应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

乡村幼儿园由于受经费的限制，游戏器材和玩具往往比较缺乏，妨碍着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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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游戏活动的开展。但其实农村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社会

资源及文化资源，有广茂的农田和森林,还有绿草如茵的河畔,硕果累累的果

园,有丰富多样的各种材料，还有独具特色的民间游戏等。农村幼儿园可以充

分挖掘和利用这些大自然的优势,利用丰富的材料资源和民间游戏资源，引导

幼儿主动快乐地游戏。

在乡村，幼儿园可以充分开发利用大自然的丰富多彩的环境和各式各

样的自然材料，让幼儿走进乡村、田野、树林、草地，走进大自然，在自然

中轻松游戏，把大自然作为幼儿游戏的天地。如我们可以带领幼儿到季节性

的小河里，让幼儿在沙滩上无拘无束地游玩，玩沙石、筑城堡、捉鱼虾。

其次，乡村幼儿园可以因地制宜从大自然和社区村落中收集各式各样

的材料，作为幼儿日常游戏的材料和玩具，以丰富幼儿游戏的内容和形式。

如大自然中的树墩、木料、竹子甚至秸秆等等；社区村落生活中一些废弃的

生活物品, 如各种盒、罐、瓶、碎布、泡沫等材料,把他们洗净消毒后投放到

游戏之中也是幼儿非常喜欢的游戏材料, 孩子们可用它们开展各种创造性游

戏。因此乡村幼儿园不能忽视自然生活中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资源。

它能弥补农村幼儿园资金不足、游戏材料紧缺之憾, 成为农村幼儿开展游戏

的最佳伙伴。

再次，乡村幼儿园可以开发利用当地传统的民间游戏，引导幼儿主动

自由的活动。民间游戏是流传于广大人民生活中的嬉戏娱乐活动，是人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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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最普遍的、最有趣味的娱乐活动，它具有广泛性、自由性、竞赛性、

趣味性等特点。如踢毽子、跳皮筋、丢沙包、踢口袋、丢手绢、放风筝、翻

花绳、打陀螺、捉迷藏、滚铁环、老鹰抓小鸡、以及各种地方特色游戏等等。

乡村幼儿园可以充分挖掘当地民间传统游戏，这些游戏既贴近幼儿生活，满

足幼儿的游戏需要，又能让幼儿在浓郁的乡土氛围中生活，促进他们的健康

城长。

幼儿园课程要有效促进幼儿的身心发展，就必须根植于幼儿的生活，

与幼儿的生活及环境融为一体。因此，乡村幼儿园课程建设要本着因地制宜

的原则，从幼儿园实际出发，充分发掘乡村的各种资源，充实幼儿园的课程，

将幼儿园课程与幼儿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满足幼儿的发展需要，促进幼儿

的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