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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充分开发和综合利用本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是城乡幼儿园建构课程园本化的基本策略
，符合当前幼儿教育改革和发展方向。
《本土化幼儿园课程教育活动实例》是由莆田市教师进修学院兰一心老师主持的《开发乡土资源构建
本土化幼儿园课程的实践研究》课题组历经三年多的研究成果。
兰一心老师在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的学习期间，我有幸成为她的指导教师，说是指导，不如说是我们
共同学习和共同研讨的过程。
她的《开发乡土资源构建本土化幼儿园课程的实践研究》课题，正是在此期间得到福建省普通教育教
学研究室的课题立项。
在三年多的实践研究中，以她为课题负责人的课题组成员尝试对莆田当地的各种乡土资源进行挖掘，
开发并构建适合当地的课程内容。
该课题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
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的精神。
　　本课题采用行动研究法，通过三年深入的实践研究，已设计并实施出36个较为成熟的活动案例。
活动案例分为乡土自然资源和乡土人文资源两大部分，涉及健康、语言、社会、科学和艺术五大领域
，以领域活动、主题活动和综合活动等课程模式来组织。
在“乡土自然资源”篇，教师选择了树、草、石、竹、泥、海等自然资源；在“乡土人文资源”篇，
教师关注莆田民居、莆田名胜、莆田戏剧和莆田美食等人文资源。
通过这两篇挖掘出多元的教育价值，选取适合幼儿认知发展水平、有利于幼儿发展的内容纳人幼儿园
的教育课程，使幼儿在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的互动中得到发展。
这充分体现了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的生活化，体现了“大自然大社会就是幼儿的活教材”。
那些在乡野间信手拈来的花草树木、泥土沙石，经过开发利用，可以那么巧妙地、多角度地纳入各个
领域的课程中，既是幼儿探究的对象又是活动和游戏的材料。
透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案例，我们仿佛看到了幼儿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所呈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美丽画卷：从《青青草儿》、《根的秘密》等活动中，看到幼儿乐此不疲的探究热情；从《大
海的乐章》等活动中，感受到大自然无穷的魅力和幼儿解读大自然的能力；从《美丽沙雕》等活动中
，重新认识了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而乡土文化资源中独具魅力的艺术奇葩如《我爱莆仙戏》、《十音八乐》等教育内容，更是让幼儿了
解家乡文化和艺术，对幼儿进行爱家乡情感教育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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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围绕资源的教育因素，从不同的切人点来设计教育活动的。
活动内容融合幼儿发展的各个领域，将教育的实施渗透于幼儿的生活中。
在课程的形式上，有主题活动、渗透式系列活动、领域活动等。
这样对现有条件下广大农村幼儿园教师更加实用，更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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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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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活动——车鼓声声　莆田民居——我的家（中班）　民谣——迎新娘（中班）　豆腐大聚餐（
中班）　家乡的禽苗（大班）　　活动一 参观孵化厂　　活动二 出壳了　　活动三 母鸡孵蛋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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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第一阶段活动。
　　（1）活动引入。
展示一些漂亮的陶制品，激发幼儿的兴趣。
　　教师：喜欢玩泥巴吗？
在哪儿见过泥做的物品？
　　幼儿1：我家菜园里有很多泥。
　　幼儿2：昨天我奶奶用土种花。
　　（店里卖的陶制品、小彩塑、小茶壶等。
）　　（1）请幼儿说说这些工艺品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
进一步激发幼儿的好奇心。
　　（2）幼儿分组玩泥，指导幼儿通过摸一摸、看一看、闻一闻来感受泥性。
　　①泥土看起来怎么样？
（黑黑的、脏脏的⋯⋯）　　②用手触摸有什么感觉？
（软软的、黏黏的⋯⋯）　　③用鼻子闻有什么味道？
（泥土气、臭臭的⋯⋯）　　④用耳朵听泥土摔打的声音，感觉怎么样？
（泥土很听话，声音很大，它会被摔得扁扁的⋯⋯）　　（3）通过作品欣赏向幼儿简单介绍泥巴的
几种不同造型方法：　　①手捏法；②泥条法；③挖空法；④泥板法；⑤借助它物法。
　　（4）幼儿操作练习泥条法。
　　①游戏：比赛看谁做的泥条最长、最快、最好。
　　②教师示范用搓好的泥条做一只小蛇。
　　③请个别幼儿介绍自己想用泥土来捏造什么物品，用什么方法？
以拓展全班幼儿的思路。
（泥巴听话吗？
你还能让听话的泥巴变成什么好玩的东西？
）　　④幼儿根据自己的爱好来玩泥巴，鼓励他们大胆探索、自由创作，力求与众不同，可合作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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