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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课程管理是影响幼儿园教育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为有效解决幼儿教师“浅层学习”、课程管理

“四有四欠”等问题。本研究在实践中进行探索，通过打造基于学习社群的园本课程管理组织、形成体

现高阶思维的园本课程管理体制、匡建结合迁移运用的园本课程管理方法，在深度学习视域下明晰了现

有的园本课程管理认知、适配了实际的园本课程管理阶段、探寻了适切的园本课程管理模式、转变了目

前的园本课程管理态度、融入了三维的园本课程管理行为、提高了全员的园本课程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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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management i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shallow learning” and “four 
yeses and four noes” of curriculum management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This study explores in 
practice, by building a learning community-based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forming a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system that embodies high-
er-order thinking, and combining and transferring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methods, we have clarified the existing cognition of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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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ed to the actual stage of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explored the appro-
priate model of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and changed the attitude of kinder-
garten-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and incorporated three-dimensional curriculum manage-
ment methods. It has transformed the current attitude towards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integrated three-dimensional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beha-
viors, and improved the abilities of all staff in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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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张莉等人指出，幼儿园能否通过课程的实施、评价有效地实现其培养目标，主要取决于其课程管理

的质量水平[1]。因此，园本课程管理是更好地落实园本教育目标的必然要求，然而当前幼儿教师不论是

对于园本课程的理解还是执行都步入了浅层学习的误区；课程管理上也存在着“四有四欠”现象：一有

意识，欠清晰，即幼儿园有课程管理的意识，但层次不够清晰，常与教学管理、行政管理相混淆。二有

需求，欠引领，即有课程管理的需求，但缺乏正确引领，管理方法滞后。三有经验，欠思考，即自发的

课程管理已然存在，但还停留在资料保护层面，管理过程模糊。四有做法，欠提升，即管理浮于表面，

未打通提升路径，管理评判欠缺。 
基于以上现状，本研究着眼于教师深度学习，更注重所学知识的迁移应用，形成高阶思维，让教师

主动投入到真实情境里的园本课程中去，对园本课程管理组织、方式等进行调整，使之更适应当下深度

学习视域下的园本课程管理，以“学习细胞”为主要个体，以学习社群为主阵地，让教师深度参与园本

课程建设中来，使园本课程管理更为有效和有序。 

2. 概念界定 

深度学习：深度学习是一种主动的、批判性的学习方式[2]。梁文鑫等人提出教师的深度学习既是一

种主动选择的学习，也是一种在综合实践场所开展的行动，不仅仅关注教师专业知识的范畴，更多从系

统全局的角度把认知、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进行整合，最终实现从认知到实践的一种转变[3]。鉴

于此，本研究所指的深度学习是教师认识到园本课程的价值，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能够高度参与园本课

程建设活动、个体注重分析加工思考，和同伴合作交流、批判反思，尝试解决园本课程实施开展过程的

真实情境中能够引起教师思考和质疑的问题，最后将学习的新知识应用到园本课程中的过程。 
园本课程：南师大虞永平教授[4]认为，园本课程是指在幼儿园现实的根基上生长起来的，与幼儿园

的资源、师资等条件相一致的课程。 
园本课程管理：李云淑指出，“园本课程”的概念来源于三级课程管理制度中“校本课程”的概念，

即园本课程是一个“管理上的概念”[5]。此外，张佳琳提出，课程管理是课程当事者基于课程发展之需

求，对于课程目标、内容、组织、实施等过程建立管理机制并协调安置相关要素[6]。因此，本研究所及

的园本课程管理即是幼儿园自身对自主开放和实施的园本课程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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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度学习视域下课程管理实践 

3.1. 打造基于学习社群的园本课程管理组织 

学习是一种知识共享基础上的意义创生活动，学习者是行动的主体，是以“介入”而非“旁观”的

姿态从事学习活动[7]。深度学习倡导在平等、互利和公开的基础上建立“学习共同体”，强调资源共享、

共同学习[8]。组成学习社群是深度学习重要条件之一。社群中的每一个老师都是一个“学习细胞”，这

些“学习细胞”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更好地完成园本课程建设而主动参与、主动构建的学习方式的共同

体。这个共同体可以调和由于外界过度干预、班内事务过多、外部压力过大而导致教师间合作出现“硬

造”现象，它更强调实践性。在我园实践中，基于学习社群的园本课程管理组织构建步骤如下： 
1. 理清园本课程管理思路 
在深度学习视域下，园本课程管理脱离不开由教师个体组成的学习社群，我们将课程管理运作中思

路归纳为“一个目标、四个环节和一个平台”，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Ideas for managing the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in the deep learning perspective 
图 1. 深度学习视域下的园本课程管理思路 

 
一个目标即在园本课程管理中首先要以师为本进行园本课程管理，投入学习是教师进行深度学习的

基本，进行园本课程管理的最终目的也是提升教师的学习成效，在教育现场实施深度教学，最终提升对

幼儿的教育实效。四个环节分别是围绕园本课程管理而开展的管理组织、机制、方法及评价。所有的运

作都是基于一个平台，即学习社群。 
2. 明晰园本课程管理部门层 
良好的园本课程管理需要建立强有力的课程管理组织机构。基于学习社群的深度学习理念，园长不

再是幼儿园唯一的园本课程管理者，而是课程管理共同体中的一员。同时我们将教师、幼儿、家长、专

家学者和社区都纳入到了课程管理中，使幼儿园课程形成联动，共同发力提升课程发展质量，从组织上

保障园本课程建设与实施的整体性、系统性。 
园内课程管理组织机构共分为决策层、执行层和操作层等三层，分别对应课程管理委员会、课程发

展小组和教学团队。旨在建立一个以决策部门为领头羊的管理网络，即决策层的领导、规划、决策；执

行层的梳理、共识、引领；操作层的内化、细化、实践，改变自上而下的单向式管理，形成民主、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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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互动的新型的课程管理组织机构。确保所有人都是园本课程实施的探索者、实践者，营造全员参与

课程实践、探索、研究、反思的研究氛围。 

3.2. 形成体现高阶思维的园本课程管理体制 

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程度是深度学习与浅层学习的最大区别[9]。国内外教师深度学习的研究经验表

明，教师成长的一个最大壁垒是缺乏“他者”的指引与帮助，美国当代教育学者古德兰提出教师深度“同

伴辅助”学习模式可以消除个体学习的消极性。教师在落实园本课程的过程中，借助这一理念可以通过

与同伴的深度学习共享来达成个体学习者的协同成长，训练高阶思维。 
1. 加强园本课程培训管理的“三融法” 
(1) 融入多元的人员 
我们将园内的生活老师也纳入学习社群，融入培训管理，结合深度学习加强对生活老师的引领。通

过每周一次的班级教研活动，共同学习园本课程相关知识，使班内三位保教人员采取一致的措施，使园

本课程的实施产生 1 + 1 + 1 > 3 的效果。 
(2) 融入多元的时间 
每周一次班内研讨保证班内的三位保教人员形成紧密的动态联系，共同交流在课程进行中幼儿的表

现与发展状况，解决执行层实施要求与园本课程班内落实，从而实现双边优化；反思性学习与批判性思

维，是使知识达至“充分的深度”的根本方式[10]。每旬一次年级研讨使得教师有机会互相探讨，参考他

人亮点，提出自我见解，实现知识二次交流，实现从理解到反思的进步；每月一次全园围绕园本课程进

行研讨，结合每个专题的研究要点，制定出明确的研究目标，确保教研实效，帮助教师扩展理论层面的

认识、丰富实践层面的策略；每期一次专家指导使得园所能够学习切合实际的课题管理经验，聆听来自

专家学者们对于课程管理的意见。 
(3) 融入多元的行为 
一树——帮助教师树立课程意识 
通过全园的研讨活动来帮助教师确立大课程意识，引导教师关注从课程计划到具体活动的整体框架，

关注具体活动在课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学——组织合作向上课程团队 
通过内容多样化和形式多样化的例会、说课、观摩等，引导教师形成合作的研究模式，为每位教师

搭建平台，使教师们在合作交流中，实现课程与教学的专业分享，迅速融入课题研究与课程开发的队伍。 
三做——赋予教师更多课程权力 
通过园本培训满足教师的合理需要，发展教师高层次需要，将整齐划一的课程转化为弹性发展的课

程，赋予教师自主选择课程内容、自行安排实施时间空间、经费等权利，让教师成为实际课程的开发者、

研究者、设计者。 
首先，给予教师灵活安排一日活动的权利。班级课程权下移，要求教师“心中有目标，眼中有孩子”，

一日作息中规定好相对固定的时间段，其余时间不作硬性规定，保证幼儿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选择、生

成活动，教师可以根据本班幼儿需求进行弹性调整。其次，给予教师调整选择课程内容的权利，让教师

能跳出计划的约束广开思路，在观察幼儿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选择活动内容，给足教师生成班本课程

的空间。再次，给予教师适时创设教育环境的权利，根据“适当留白，师幼共商，根据进展，逐个替换”

的原则，弥补成人统一的不足，既保留了幼儿探究学习的过程轨迹，也展示了班级课程生成的过程。最

后，给予教师自主安排班级资金的权利，园内不再统一配置教玩具，每学期下拨一定的经费给班级，让

教师根据课程自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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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视园本课程资料管理 
园本课程资料是由全体教师共同提供并修正的，在以往，各部分资料都是独立、零散的，并未认识

到完整的园本课程资料重要性。深度学习理论注重教师个体之间的互动，因此，我园在全体教师的共同

参与下理清了园本课程资料层次、相应内容以及运作流程。 
(1) 园本课程资料层次与内容 
园本课程资料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与课程组织管理层次相对应，分别是决策层资料、执行层资料和

操作层资料，内容分为文本资料与非文本资料，具体文本资料内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textual information of the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learning 
表 1. 深度学习视域下园本课程文本资料统计 

层级 内容 时限 

决策层 课程实施方案(课程背景、课程日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管理 
及课程评价) 

课程实施前及定期调整 

家长调查问卷 课程开始及结束阶段 

执行层 教研活动方案及总结 每次教研活动 

集体备课(包括主题说明、原教学活动调整情况、区域设置、日常活动 
与游戏、家长社区工作等) 

每月二次或一个主题一次 

课程审议表 按需进行 

日常检查表 每周二至三次 

操作层 主题资料包(文本框架主要有：主题名称、主题思路或前言、主题 
目标、主题网络图、主题活动安排、环境与资源、主题反思与评价等) 

每个主题 

周计划 每周一次 

主题计划表 每个主题 

区域计划表 每月或每个主题一次 

学习故事 每月二次 

幼儿成长追踪记录 每月一次 

 
(2) 园本课程资料运作 
园本课程中文本资料的主要运作流程为开发设计相关文本、下发文本、填写使用文本、上交文本、

检查与反馈、收集整理文本；非文本资料(如音频、影像)主要运作流程为即时拍摄记录、及时导出归类、

选择关键部分保留、后期处理以及整理放入相应文件。 
3. 确保园本课程质量管理 
园本课程质量需要把控，在园本课程实施过程中，计划是否落实、执行情况是否有变、安排有无脱

离幼儿实际等问题都会导致园本课程的落实出现偏差。深度学习支持“主体”与“他者”在现场化的交

互中将所学知识内化为自己的教育理念，激发教师的主观能动性，以适合的学习形式交流、分享和共同

成长。基于此，园内通过三步对园本课程进行质量管理，以确保园本课程的有效性。 
第一步：课程审议制 
老师对课程的理解常存在着偏差，或由于自身所限对主题的执行有偏，因此，在实施课程中，我园

通过组织每班教师采用个体研读和集体研读相结合的方式，对主题编写意图与价值、对本班幼儿现阶段

的发展需要进行理性思考，调整、优化、整合出更符合本班幼儿发展轨道的课程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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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议形式分为班内审议年级组审议和园级审议，班内审议即班内三位保教人员随时进行，也是园

内较为常用的一种审议形式；年级组审议通常以同年级段为主，必要时与其他年级组共同开展；园级审

议即由园课程决策层或执行层来对课程进行审议，为一线操作的老师纠偏，提供新的视角、新的知识、

新的资源等。 
从审议内容分为活动式审议、主题式审议和阶段式审议。 
从审议时间分为课程前审议、课程中审议和课程后审议，课程前审议是对主题及主要活动核心价值

定位、主要内容的适宜性、幼儿学习方式的有效性及教育活动安排的合理性等进行审议；课程中审议是

结合具体教育教学情况进行分析、微调，使课程更符合实情，更贴近幼儿的学习；课程后审议主要看课

程目标达成度，并对实施资料进行统整、修正、积累。 
第二步：管理署名制 
具体在班级操作层面，每个主题均有一个主题第一责任人，当主题结束后一周，第一责任人要负责

将该主题的所有过程性资料收集整理起来，形成该主题的资料包，并签署第一责任人的名字。 
第三步：两段监控制 
阶段性监控——决策层围绕“幼儿园课程实施方案”，作好阶段性的总结与动态调整，使教师的预

设与幼儿实际表现保持基本一致。 
过程性监控——执行层随时关注各年龄段、各班级课程的实施情况，及时对不适宜的内容进行调控，

并定期组织教师互相观摩、互为师生，实现优秀经验的即时共享、共性问题的集体剖析，了解当下教师

在课程推进实践过程中的问题与需求，满足不同层次教师的发展需求。 

3.3. 匡建结合迁移运用的园本课程管理方法 

1. 加强园本课程管理手段 
(1) 加强课程主题计划的执行力度，通过对备课、听评课、反思等资料的检查，及时反馈，让教师加

以调整改进，重点关注对已执行课程的反思。 
(2) 加强一日活动检查的执行力度，课程管理执行层加强对环境质量、教师组织行为的检查，重点关

注开展的适切性。 
(3) 加强日常随机听课的执行力度，在检查中重点看教师的活动是否符合课程理念、是否充分利用各

类资源、是否能让幼儿投入到活动中、各类幼儿能获得符合自身的发展，同时听取教师对活动的建议。 
2. 园本课程管理操作三阶段 
(1) 第一阶段——开展审议，在主题开始实施之前，各相关阶层(如园级、年级组、班级)对教材进行

审议，增删相关内容，调整主题目标，使主题目标与幼儿的最近发展区相适应，将主题环境、社区资源、

家长工作等具体落实，通过集体备课制定出适合本班的主题活动计划。 
(2) 第二阶段——交流调整，各相关阶层对主题活动方案的实施进展及效果进行交流，共同解决存在

的问题，必要时向上一级寻求帮助。 
(3) 第三阶段——反思整理，在主题结束后，各相关阶层总结主题方案实施过程中的收获与不足，对

照课程理念，明确下阶段要解决的问题。将所有活动资料按规定的要求整理打包，形成文本资料存档。 

3.4. 汇聚蕴含多向融合的园本课程管理评价 

深度学习中的评价实际上是贯穿于全过程的，是一个反思、重构与再造的过程，是一种元认知监控。

园本课程管理借助这一理念，在评价中关注教师能否对所学的知识进行有效建构、能否将新的园本课程

知识迁移到课程实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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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程伴生性评价 
(1) 课程故事整体化评价 
从教师擅长撰写的课程故事入手，再现园本课程实施的过程，通过记录活动的背景、冲突呈现与问

题解决进行深度反思，从而重新审视园本课程的适宜性。 
(2) 学习故事个别化评价 
学习故事的评价模式背后蕴涵的就是儿童观、课程观，它能帮我们更好地发现儿童、解读儿童，从

而评价儿童的经验水平、行为表现，促进教师更好的构建和完善园本课程，因此我园依据学习故事开展

个别化评价，要求教师每月撰写两篇学习故事，重点针对一名儿童，开展观察与思考。 
(3) 日常观察量化评价 
针对园本课程的建设开展的几大部分，我园制定了课程质量提升的评价标准，如半日活动质量提升

研讨记录表，包含晨锻环节、保育环节、主题成果及评价等，确保园本课程的有效实施。 
(4) 教师专业发展评价 
针对教师一日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进行评价，具体到教师的态度和行为、师幼互动质量、学习环境创

设等多个方面，通过日常进班调研、日常考核检查、以及教学质量评估等对教师专业发展进行评价。 
2. 综合性评价 
(1) 区学前教育发展中心评价 
借助区学前教育发展中心的专家引领，对我园“亲亲”园本课程的理念、体系、实施等进行课程评

价，优化课程结构、完善课程内容，推进我园园本课程的建设。 
(2) 课程议事会评价 
邀请议事会成员参与园本课程的评价，引导家长共同参与对教师课程执行力和园本课程的实施进行

开放性的评价，如家长参与教学活动、生活活动，对幼儿的行为表现进行评价等，形成家园合力共同促

进幼儿园的持续发展。 
(3) 社会评价 
除了幼儿园、家长，我园还融入社会评价，让幼儿园的教育教学真正体现为社会服务、培养社会所

需人才的理念。 
3. 表现反馈性评价 
表现反馈性评价是深度学习理论指导下园本课程管理评价的重点。园本课程管理的落脚点是教师，

我们通过表现性反馈评价来看深度学习前后教师关于园本课程建设的行为是否发生改变、能否真正解决

园本课程开展过程中的一些困惑或问题、是否养成园本课程实践性教学智慧。评价主要从教师深度学习

涉及的学习态度、外在表现、内在认知以及迁移实践四方面进行反馈评价，见图 2。 

4. 研究成效 

4.1. 重塑立场，在深度学习中明晰了现有的园本课程管理认知 

深度学习视域下园本课程管理注重强调过程中的学习者主动构建知识体系，在真实复杂的情境中进

行特定目的和功能的管理活动，由于它涉及到课程，又涉及到管理，因此，在幼儿园实际操作层面，很

容易将课程管理与幼儿园行政管理及幼儿园教学管理相混淆，课程管理与其他二者有重叠之处，但也有

不同之处。经过研究，我们将这三者进行了区分，加深了对幼儿园课程管理的认识，详见表 2、表 3。 

4.2. 重建视角，在深度学习中适配了实际的园本课程管理阶段 

在深度学习视域下，我园园本课程的管理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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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ath analysis of expressive feedback evaluation of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under the deep learning perspective 
图 2. 深度学习视域下园本课程管理表现性反馈评价路径分析 

 
Table 2. Differences between kindergarten-based program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deep learning perspective 
表 2. 深度学习视域下园本课程管理与行政管理的区别 

项目 园本课程管理 行政管理 

管理关注点 通过深度学习改变意识形态来达到发展提升 通过完成任务来改善效果 

管理结构 学习社群、同伴辅助、课程团队参与领导 园长领导 

管理组织 学习型组织、非集权化 集权的 

管理来源 共识共情 角色为本 

管理本位 最大限度地弘扬教师主体参与精神、批判反思性 教师是法定的执行者 

管理过程 复杂的、非线性的、双向的和有不可预知的过程 线性的过程 

管理态度 追求自觉自愿、积极主动 被动的、执行的 

 
Table 3.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nagement of kindergarten-based program and the manage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deep learning perspective 
表 3. 深度学习视域下园本课程管理与教学管理的区别 

项目 园本课程管理 教学管理 

管理目标 
关注点 

实现课程变革目标 
(如课程内容、结构、实施、评价、理念、 
管理等)教师专业发展、幼儿全面发展 

实现教学工作目标 
(教学内容、集体教学、游戏活动、教学评价等)
教师专业发展、幼儿全面发展 

管理内容 课程编制、课程实施、课程资源开展和利用、 
课程评价、园本课程开发等 

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完善、教学研究、教学质量

评价、教学资源开发 

管理客体 全体人员、知识经验、课程资源 全体人员、知识经验、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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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省性阶段。是深度学习视域下园本课程管理的起始性阶段，主要是激活已有知识，营造积极的

学习文化，明晰教师园本课程的认知起点，对幼儿园的课程进行内部和外部客观的状况分析，提前开启

学习，实现园本课程相关知识的同化与顺应。 
2. 主动性阶段。在内省的基础上，强调教师的投入学习，加强教师对园本课程的深层反馈和思考，

在个人学习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学习社群，提升学习效率，依靠多方力量识别课程运作中出现的问题，

探寻相对应的解决措施。 
3. 转化性阶段。在此阶段中更加注重教师在深度学习中对园本课程所给予的知识与材料的转化，

克服对园本课程学习知识的机械使用，用多种方式将实践与所学知识形象化、具体化，并将其与自身

经验相联系，构成新的能够理解的表达、实践与知识，强化园本课程能力的提升，以提高课程管理的

运行效率。 
4. 创造性阶段。全员通过前三个阶段的深度学习系统地提升了综合能力，在此处解决最急需、最想

解决的现实问题，强调原创性，从而形成共同的、明确的课程能力，使园本课程构建更为顺畅、有效，

也体现着幼儿园课程管理的创新力。 

4.3. 重构思维，在深度学习中探寻了适切的园本课程管理模式 

1. 由“影子”模式变为了“主人”模式——学习过程 
以往教师的浅层学习停留在“依样画葫芦”式的照做，是“影子”模式，而深度学习是多维表征学

习，体现了学习过程的深度在场、深度参与的特征，在深度学习视域下的园本课程学习需要反思、加工

和创新，通过“看、听、问、思”等多种学习方式，激发教师问题意识和参与主动性，将所学转化为实

践智慧，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即在学习过程中变“影子”角色为“主人”。 
2. 由“单行道”模式变为了“双向道”模式——学习结果 
园本课程构建需要建立起理论与实践性知识之间的关联性，要实现新知识的有效构建，将新知迁移

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以往许多教师习惯于停留在知识、理念的浅层了解上，从而导致被动、机械学习

的发生，即“单行道”模式。而当教师经过深度学习吸收到园本课程构建的核心知识后，在实践操作中

会在构建个人知识的基础上迁移运用、反思融合，并在不同情境中灵活提取“活”知识和能力以解决各

种真实问题，从而在学习结果上实现了双“单行道”向“双向道”模式的转变。 
3. 由“听从”模式变为了“合作”模式——学习环境 
在以往的园本课程管理中，教师多处于听从管理的状态，“领导”也多是直接发布指令，并未了解

教师困惑和内在需求，导致教师对学习缺少热情。在深度学习视域下，学习社群作为园本课程学习的主

阵地，社群内各成员平等地建立和谐默契的关系，在顺利的交流合作中，知识实现了创生、分享、积累

和运用，这一切都源于教师的学习环境由“听从”模式转变为“合作”模式。 

4.4. 重理日常，在深度学习中转变了目前的园本课程管理态度 

尊重教师个体差异。深度学习倡导整体化、个体化，针对园内教师的认知发展能力水平存在着差异

的情况，我园根据教师的差异，在学习社群中采用个性化的引导，使得每个教师都获得相互支持、平等

提升的学习情境。 
充分尊重教师自主权。以往我们的课程管理大多是预防性的，事先制定好要求标准，要求教师们遵

照执行，从中存在着僵化、挫伤教师课程实施积极性的问题。在深度学习理念引导下，我园的园本课程

管理为教师提供了较大的自主空间，鼓励和支持教师根据自己对于课程理念和目标的理解，灵活选择内

容、教学手段来进行，在时间上也更加弹性，只划分相应的时间段，教师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课程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71269


邓翾 
 

 

DOI: 10.12677/ae.2024.1471269 1039 教育进展 
 

时间。尤其在财政上也给予了教师更大的自主权。从多个方面还权、支持教师，引导教师大胆进行尝试。 

4.5. 重组培训，在深度学习中融入了三维的园本课程管理行为 

园本课程管理中重点是提升教师的课程观、切实落实园本课程方案、掌握实操技能，这些都离不开

培训提升。培训中与同伴的交流是进行深度学习的基础，教师个体在通过观察、实践等方式，在共享经

历中实现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我园提出的园本课程培训三维法是在深度学习理论指引下，通过

“情境思考——把握问题——多维表征”三个维度层层深入且循环往复的培训环节，组合不同的培训内

容和时间，形成系列培训方案，系统地帮助教师在与同伴的共享中提升园本课程把握能力和实施能力，

见图 3。其中情境思考预备激活教师的先期知识，把握问题力求明确内容与同伴一起进行纵深整体学习，

多维表征强调深度参与同伴建立良好的动态联系开展实践反思在高阶思维的助力下获得综合实践智慧，

并发现新的问题，进入新的情境。 
 

 
Figure 3. Three-dimensional approach to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training in 
the deep learning perspective 
图 3. 深度学习视域下园本课程培训三维法 

4.6. 重启发展，在深度学习中提高了全员的园本课程管理能力 

园本课程管理不是园长个人而是全员的责任，我园在深度学习视域下经一系列实践探索提高了全员

的园本课程管理能力：园长通过主动出击的方式，破除僵化、寻找园本课程管理的突破创新点，给予教

师和幼儿真正的理解和支持，树立了全新的课程管理观；教师通过对每一次的园本课程实施中出现的问

题、遇到的各种难题与现象进行关注、记录，然后对其进行反复的探讨、主动剖析、横向多元化观察，

树立了反思的观念；家长和社会各界等学习社群中的成员通过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现代媒体手段等交

流途径加深了对园本课程的认识，逐步认识到了课程与幼儿发展的实际关系，从而支持和保障着课程管

理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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