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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理念的研究在幼儿园课程重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STEAM教育理念下幼儿园课程

的重构路径》一文旨在探讨如何构建幼儿园课程,以适应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水平；同时也为我国

幼教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全新思路:创设一种适合儿童学习、健康成长的环境氛围,并以此来促进孩子们综

合素质的不断提升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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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 Path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under STEAM Education Concept 
Qige Qi 

Dumeng County Jiaoyu Kindergarten 

[Abstract] The study of education concept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The article Reconstruction Path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under STEAM Education Concept 

aims to explore how to build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to meet the needs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cognitive level impr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China's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children's learning and healthy growth, 

and in this way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progress of children's comprehens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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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STEAM教育理念下幼儿园课程重构路径主要有以下两点：一

是课程目标上。STEAM提出了以幼儿为本位、注重发展儿童个性

及能力为特点等新观念；二是具体活动内容上。该学段核心在

于帮助孩子认识自我并能够在他人的指引下健康快乐地生活。 

1 研究背景 

《人工智能代幼儿园STEAM教育实施路径的实践研究》旨在

以“幼儿为中心”进行教学活动设计与开发。它在理论上着重

强调了幼儿学习过程中所发生的心理变化以及发展规律,以立

德树人为教育目的；从实践方面来看《人工智能时代幼儿园

STEAM教育实施路径的实践研究》则是对传统教育理念的一个有

益补充,其在课程理念的重构下对幼儿园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

意义,同时也是一种教学设计思想。 

2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思路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基于STEAM教育理念下,幼儿园课程重

构路径的现状,从课程目标、教学模式和实施策略三个方面进行

分析。首先对STEAM教育理念下的幼儿园课程设置情况作了简要

概括总结。其次针对我国当前幼儿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着重“小

学化”倾向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即重视知识技能学习而忽

视情感态度等; 后根据研究对象及内容特点设计的幼儿园教

育理念路径分为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素质拓展和社会参与四

个部分,其中理论课程的重构路径主要包括知识内容、能力目标

和情感态度三个方面,实践教学的重构路径则包括了情境设计

与情景参与两个部分。 后对STEAM教育理念下幼儿园课程设置

提出了一些优化策略。 

3 幼儿园课程的重构教育理念 

3.1幼儿园课程的内涵 

课程的定义为教育者对社会的一种概括,是教育工作者根

据一定课程理念,在幼儿园中实施并组织、设计与调整教学活

动。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曾提出“学校和教师要注意教育资源

与环境之间关系”。幼儿园作为儿童早期接受启蒙阶段的主要场

所之一也就具有了这一特性：首先它不是直接面对客观世界；

其次他认为幼儿学习知识应该从身边的事物开始进行模仿,而

不能以自己为中心；再次课程是在幼儿园中实施并开展起来的。

活动课程的教育意义在于帮助幼儿在幼儿园生活中建立一种正

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幼儿园活动； 后课

程是以实践为基础、理论知识与经验相结合、教学方式灵活多

变,具有很强的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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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幼儿园课程重构教育理念的作用 

课程重构的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幼儿

园课程重构的教育理念有利于促进幼儿全面发展。STEAM是一种

基于儿童社会化特点下的教学模式。它以游戏、学习活动等方

式来开展教学工作,通过创设各种情景和情境进行互动式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对知识技能与能力目标之间内在联系性建

构,提升幼儿多方面的素质,从而有助于幼儿健康成长。第二,

幼儿园课程重构的教学理念有助于提高教师专业素养。STEAM

强调“以儿童为中心”和“注重过程”,这也是幼儿园课程重构

中 重要、 具价值性的部分。它主张通过教学活动来进行有

效地引导,培养幼儿的实践能力、合作意识、创造思维。在整合

课程的大方向下进行游戏项目、生活项目、多领域融合课程的

开展。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下实现幼儿良好道德品质及行为习惯

养成,形成良好个性特征与发展潜能等能力目标。 

3.3幼儿园课程的重构教育理念下的价值 

以提升幼儿核心素养为目的的课程重构是以幼儿园教师为

主导,在尊重幼儿主体性基础上进行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创新。

STEAM模式下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强调“以人为本”、关注儿童学

习过程与发展特点为出发点；注重培养幼儿全面和谐发展；重

视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内容,并以此来作为其实施教

育理念时的主要依据。STEAM模式下幼儿园课程重构是基于教师

主导型的教育理念并以合作性为主导思想进行构建课程重构,

在教师与幼儿共同参与、相互学习和互动中实现教育目标。

STEAM模式下幼儿园课程改革强调“育人”而非“教”。 

4 幼儿园课程的重构特点和缘由 

4.1幼儿园课程的重构特点 

课程重构的特点是幼儿园课程重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可

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教学理念。幼儿园教育应以幼儿为主

体、教师主导为辅。二是内容设计上要突出“S”和“AM+模式

下课堂形式多样化与开放性相结合；三是活动方式多样化。幼

儿园课程的重构要以幼儿教育STEAM教育理念下的课程内容为

基础。幼儿园课程重构特点主要有：第一,教学模式。在传统的

“填鸭式”授课方式下,教师和学生之间是单向型关系。而在当

今网络技术发达、信息迅速更新变化快等时代背景下这种互动

性与开放性共存、合作共进的新型课堂已成为一种趋势;第二是

教育理念多元化发展和教育方法多样化发展幼儿园课程重构要

以幼儿为中心。 

4.2幼儿园课程重构路径的原因 

课程的重构路径是基于幼儿园课程重构的原因,主要有教

育理念、教育目标和教师角色定位等因素。传统教学模式下,

幼儿园课程设置以“教”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幼儿能学到什

么?学了哪些知识；学习到哪方面知识?这些问题都由教师来解

决或直接给出解决方案(如：问卷中的答案)；或者由教师师自

己提出方案(比如说幼儿回答的方法、提问策略等)。探讨幼儿

园课程重构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教育理念的传统性,

幼儿园课程重构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教师首先要明确教

育目标。二是教师角色定位上要与时俱进的转换视角,以人为本,

一切为了幼儿的发展。做活动环境的创设者,幼儿活动的支持

者、引导者。 

5 幼儿园课程重构路径 

课程重构的方法有很多,主要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根据教

学目标的要求、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幼儿园课程理念等因素选

择适合该幼儿园的课程体系。STEAM教育理念也是以提高幼儿的

核心素养为根本,在教学上要尊重儿童个体差异与认知特点,游

戏活动气氛应活泼生动有趣,课程重构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5.1与幼儿园教育教学相适应,开发基于当前五大领域课程

内容的教学设计 

STEAM教育绝对不是颠覆传统教学而独立而生的,它与时代

要求息息相关,也与传统教学一脉相承。中国的幼儿教育课程变

革经历了基础教育改革的历程,从双基概念到三维目标,再到发

展幼儿的核心素养。虽然每一阶段关注的重点和教育策略有所

不同,但都是以关注幼儿的成长为重点,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为己任。我们之所以能够认同并汲取STEAM教育的理念精华,也

是因为它更注重人的培养,它的核心价值体系与我们现阶段的

幼儿教育目标不谋而合。因此基于借鉴STEAM教育课程模式的精

髓,我们可以在现有的五大领域教学及区域教学活动中寻找融

合的路径,重构教学课程。 

5.2与幼儿日常生活深度融合,开发幼儿生活中的项目游戏 

幼儿园游戏课程的开发本身就是来源于幼儿的一日生活,

教师要通过观察,捕捉幼儿感兴趣的话题与事物。以STEAM教育

理念为视角,为幼儿提供可操作的材料和环境,在分工合作、探

索发现、作品展示的步步游戏环节中,提升幼儿的各项认知和技

能。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开发设置相应的项目游戏课程和过程

评价体系。 

5.3引鉴成熟的STEAM教育产品,拓展幼儿园课程领域空间 

例如机器人创客课程,幼儿通过积木及程序设计,搭建自己

想要的机器人模型及功能。例如科学实验室,幼儿通过各种专业

模拟设备,进行科学实验和探究。幼儿园教学活动课程重构应注

重课程设计的开放性、过程性和可操作性。教师与学生之间关

系要和谐融洽,教学方式上体现出STEAM理念下幼儿园教育中

“对话”和“合作”有机结合,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6 幼儿园课程的重构路径案例分析 

6.1幼儿园课程重构路径的个案简介 

STEAM教育理念下的课程重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点：(1)幼

儿园课程重构的目标是培养幼儿在学习和发展方面的能力。幼

儿园教育以游戏为载体,注重儿童参与性、自主性,注重儿童与

社会生活之间互动交流;教师通过创设各种情境来激发学生主

动探索知识并获得新知。“S”一词指的是一个动态概念或事物

(如学校)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当我们把课程重构作为目标时就

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教学过程是怎样的？教学目标是怎样的?

课程重构如何使我们明白这个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教师在实际

中进行思考和探索之后才能做出正确判断。(2)幼儿园课程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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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有三个原则：一是儿童主体性;二是幼儿发展水平的差异化

与阶段特征；三是教育过程民主、平等并相互促进。《人工智能

时代幼儿园STEAM教育实施路径的实践研究》依据上述三个原则,

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社会参与”为出发点进行探索性教学

设计。 

6.2幼儿园课程重构的过程 

课程重构的过程,是幼儿园课程重构的关键阶段。STEAM教

育理念下,幼儿教师可以通过以下几步进行幼儿园教育理念与

模式转变：第一、以“幼儿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在这个阶段

中要注意培养儿童对周围环境和事物兴趣爱好等方面知识；同

时还要注重激发他们学习动机并使其主动参与到课程活动过程

之中去,让他们体验其中的乐趣,还应关注幼儿的心理发展特点

及个体差异,通过课程的重构,充分发挥幼儿的主体地位。第二、

幼儿园课程重构要以“育人为本”。STEAM教育理念下注重培养

儿童与环境和社会之间关系和谐发展等方面内容。 

6.3幼儿园课程重构的结果 

课程重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一

方面STEAM教育理念对幼儿教师具有很大影响。STEAM教学模式

下,教师们在课程设置上更多关注的是幼儿与生俱来的学习能

力、探索发现能力,这就要求教师要具有敏锐的洞察能力、思考

能力和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注重幼儿参与活动中发

展思维及创造性潜能以及促进其个性化人格形成。但是从课程

重构的结果来看课程重构的结果是教育理念下幼儿园课程重构

的主要目的。 

7 结论 

7.1本研究的创新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三点：一是基于STEAM教育理念

下构建幼儿园课程改革。在《STEAM教学模式》中提出“以教师

为主导”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而这一点也被众多研究者所

认同,并认为这种新方法可以提高儿童学习能力与课堂效率。其

次,课程重构的意义并不在于课程形式本身,而是结合当前幼儿

园教育现状,从实际出发,关注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探索切实

可行的融合课程。第三,课程重构路径的探索过程也是提升幼儿

教师专业化水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更加专注于幼儿全

面素质的提升,综合能力的培养。在研发设计课程的过程中,促

进了教师业务素质的提升,实现了教学相长。 

7.2展望 

课程的重构是立德树人教育理念下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必然

趋势,STEAM教学模式在我国幼儿园中运用的日益广泛,但是它

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面对诸多问题与挑战,笔者认为幼儿园当

前不但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重视教师资源库构建。还要注重课

程内容设计、课程路径的完善,实践活动开展、课程评价方式多

样化研究等,从而推进幼儿园教育改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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