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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第 一 個 關 鍵 詞



大家有著共同的願景和一致認同

的價值觀，在專業上相互影響，互為

引領和追隨，形成合力來共同解

決問題。

安吉學校案例

山東學校案例

統籌、計劃

關照多要素、融合多人士

西湖學校案例

提供有準備的環境

做有準備的教師

建構有準備的課程

在全環境立德樹人背景下依據省編教材

進行設置，確保教學內容的科學性和系統性。

並積極探索實踐幼兒興趣為導向的生成

課程，促進幼兒的全面發展。



審視幼兒的成長需要，訂立課程發展方向和具體學習目的
規劃課程，選取合適的學習材料，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推動優質幼稚園教育課

程
持續評鑑課程，檢視課程的成效，定期向校長/副校長彙報，共同商議發展方案或

尋求資源，不斷優化課程

校長/副校長

課程領導

領導教師共同制定課程目標和發展計劃，凝聚共識

鼓勵教師積極參加專業發展活動，並推廣觀摩交流文化，持續提升教師的專業水準

與家長、校友、其他學校、社區組織、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等保持聯繫溝通，凝聚

各方的力量和支持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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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半日時間安排表》

校舍空間的開發與利用

……

領導「規劃」的

人員與資源的安排與統籌



人
事

物

時

空 人的

規劃

組建
團隊

培養
團隊

｛

“作為校長與課程領導，我們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個互相信任

的氛圍，培養協作、關懷的關係，建立恆常的支持機制，以

此滋養幼兒教師的歸屬感，收穫勝任感與幸福感。”

賦權

支持

有核心、有梯
度的人員組織

建立恆常的
教研制度

提供有準備的環境

做有準備的教師

建構有準備的課程

西湖
學校案例

• 日

• 週

• 月



日跟進

週對話

月教研

利用好零星的時間，隨機入班觀察

保持持續性跟進，簡短輕鬆回饋

一週一會

本週共性問題+下週關鍵工作

重點：領導與老師，保持同頻

知曉全貌，及時支持

人的
規劃

重點：既統籌事務性的工作

也對話專業上的問題

一月一大教研

聚焦核心問題+理論引領&實踐探索

重點：由業務園長/課程領導

有計劃、有議題、有目的的

專業社群學習活動



大組教研:5次

個性化教研：4次

對話式教研：5次

園管組陪伴式入班觀察：21次

園級研修

校本課程的保障

專業發展的保障

品質生活的保障

園所

教師

幼兒



人
事

物

時

空 空間
規劃

物理
空間

關係
空間

｛

“兒童應該擁有機會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成人應該

傾聽兒童的聲音，滿足兒童的成長空間需求。

實體空間

感受空間

1989 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環境的友好

包容性的友好

物質性、自然性

生命性、意義性

提供有準備的環境

做有準備的教師

建構有準備的課程

人

西湖
學校案例



建築空間物理
空間

滑梯從二樓直達一樓可透視的網狀與桶狀

人與空間的關係
關係
空間

從狹長到環形
從獨立到聯繫

通透的大玻璃

自然空間
物理
空間

春 夏 冬
從一時到四季因時令、依校情

歸置好園子裏內的花、草、樹、果

人與自然的關係
關係
空間

四季，通過大自然自己的顏色、形狀、味道……



材料空間

“物理空間的移動”

物理
空間

從固定到可變
是彈性、是突破、是未知……

綠植材料車 收納框材料架

幼兒與材料的關係
關係
空間

輪子

圖書到了種植角 建構材料在沙池裏 建構材料在水池裏

地面建構到了窗臺搭建

幼兒與遊戲的關係
關係
空間

材料並不限於固定場地之中

因需而設按需而用

收納也能變成遊戲

收納空間也是遊戲空間

減少或取消限
制性規則

材料空間
創新規劃

校長
課程領導

教師
幼兒

賦權
及

創新



只能這樣嗎？不一定吧！

引領教研活動的開展 指導班本課程的開展

平等友好的對話關係
關係
空間

領導與教師

教師與幼兒

空間
規劃

人的
規劃

有限而不局限

窗臺搭建 空間持續拓展

從窗臺到牆裙再到……越來越窄

每日搭建都不同 玩法不斷創新

案例：無邊界搭建（K3）

難度持續升級

西湖
學校案例



兒童研究者
五得老師

（好奇得很、看得懂、聽得進、等得起、玩得來）

是有能力的學習者
有創見的表達者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對話 共情

作為課程領導，發揮的是怎樣的規劃作用？

只能這樣嗎？不一定吧！
（園所文化及價值觀）

相信
兒童

相信
教師

｛

賦權
及

支持
傾聽



人
事

物

時

空
空間
規劃

如何組建團隊 如何培養團隊

人的

規劃

操作要點
建立有核心、有
梯度的人員組織

建立恆常的
教研制度

操作要點

全人
發展

校園文化

賦權

校長
領導

時間 資源
日跟進
週對話
月教研
……

培訓機會
學習資源

……

核心 梯度
課程
主任

級主任
班主任
教師

制度建設

“人”與“園”的高質量、
可持續發展

支持



「實踐」
第 二 個 關 鍵 詞



一
基於專業發展的反思性課程實

踐，提升園長課程領導力;

二
基於課程實踐的遞進模式，不

斷的推進教師的課程領導力。

提升課程領導力保持課程改革的活力，以專業合力共同持續提升安吉遊戲

內涵推進課改實踐保持與當代社會所要求的新觀念內涵一致。

安吉學校案例



一、基於專業發展的反思性課程實踐，提升園長課程領導力

激發園長在課程實踐中的專業自省:

先行一步——引領教師課程理念的更新。提升課

程領導力最關鍵的是以共同的願景形成專業共同

體，落腳點在專業的引領。

並肩同行——和教師一起解決課程領導力發展中

的真問題。

退後而觀——為教師發展賦權、支持、陪伴。



2.半日活動過程評價
（周）

1.走班觀察
（日）

3.每月業務指導
（月）

4.班本課程指導
（階段）

5.教師課程力
（持續）

不定時進班，瞭解
各班課程開展情況

半日觀摩時對班級進行過程性
評價和分析，提出指導性意見

每月借助月考核，對各
班進行全面評價、指導

業務指導教師，對班級的課程
開展情況進行交流、回饋

園 長

教師通過對幼兒一日生活中學習和
發展的觀察、回溯，反思課程敏感
性和實施能力，提升專業自覺性



4

5

3

2

1

二、不斷地推進教師的課程領導力



案例：傾聽的路上,我們在前行

幼兒無觀察就記錄

排隊等著記錄

傾聽關係不平等、無交流

隨意聽隨意記

幼兒無觀察就記錄？
記什麼？狀態很迷茫？
趴著、蹲著、打鬧著做記錄？
排隊等著做記錄？
......

老師只顧埋頭苦記，兩耳不聞周邊事？
就是純記錄，沒有觀察、沒有交流
.......





和上學期相比，本學期我在傾聽方面已經可以管住

嘴，豎起耳，認真傾聽幼兒的記錄，傾聽幼兒的想法，

發掘幼兒的內心所想了。最讓我感動和佩服的是幼兒在

傾聽記錄中的變化，經過不斷地學習和調整，現在的我

和孩子都成長了！慢慢地放手，學會相信、尊重孩子，

平等對話是我傾聽道路成長的第一步，接下來，我也會

努力學習，在實踐中提升，擊破各個難關。讓自己和孩

子變得更好！

W老師是一名剛畢業踏上工作崗位僅半年的新教師。

初期傾聽感悟



現在的我又有了新的記錄心得：比如我很喜歡在不

同的場地進行傾聽和記錄，不局限於室內，室外、遊戲

場地、繪本區......所有的地方都是師幼傾聽的好場所。

我學會了更加尊重孩子、相信孩子！以前的我背對

孩子，沉浸在“一個人的記錄世界”裏，忙得不可開交，

現在融入其中，走“進”幼兒，走進幼兒之中，在幼兒

喜歡的場地進行傾聽；走“近”幼兒，眼光更遠，想得

更多，真正“愛”孩子。

中期傾聽感悟



孩子們會帶著疑問來問我，或者與身邊的同伴一起激烈討

論。在傾聽記錄的過程中，臉上總是洋溢著快樂的笑容，甚至會

跟著老師記錄的節奏，一句一句的仔細地、慢慢地和我訴說著新

的發現、困惑。

現在，師幼間彼此說得多、聽得多、懂得多，我已經成為

了小朋友們的好夥伴了！幼兒常常邀請我加入遊戲，大家的遊戲

記錄裏也會出現我的身影......這種感覺真的是太奇妙、太美好了！

在兩個學期的傾聽陪伴中，我和孩子們的心更近了，彼此

更加融入了。除了發現我自己的成長，我也發現了兒童的了不起

以及傾聽帶來的神奇魔力。

期末傾聽感悟



●願意記錄、享受傾聽

●愛說、會說、能說

●表徵表達的能力提升

●良好學習習慣的養成

●傾聽老師，瞭解老師的想法

●賞析老師，繼而引發老師的反思實踐

●研修教師，注重量變到質變的積累

●尊重、欣賞兒童，保持好奇

●自我反思

●傾聽瞭解孩子的想法和需要

●發現兒童



園長的課程領導力能喚起教師的課程意識，有對課程實施路徑的思考及回饋。

課程主任的課程領導力不是自上而下的課程管理，而是在

互相影響的過程中喚醒教師的專業自信，從而不斷提升幼稚園

的課程品質。



提升空間

園長對教師。 園長與教師。

園長眼中的問題。 教師心中的問題、困惑與需
要。

過程對話(面對面交流)。 過程互動
(不定期的相約現場、面對面
交流)。

課程理念的引領:運用教育理
念來分析實踐問題。

實踐案例的解析:從具體問題
的分析中反思理念。

園長擁有話語權，教師接受
意見和建議，聽“權威”的話。

教師擁有同等的話語權，用
自己的實踐來解釋理念與認
識，說自己的話。

接受園長的分析點撥。 源於現場的專業對話，基於
價值引領的研討中進行思想
的碰撞，分享觀點與智慧。



「傳承」
第 三 個 關 鍵 詞



課
程
實
施
的
優
化

教育理念的延續

課程內容創新

頂
層
設
計
與
目
標
引
領

教師專業發展

園所文化
系統構建

課程審核制度的完善

教
學
方
法
的
傳
承

與
創
新



：

校長課程領導：1+2+3模式

一明確

幼稚園文化、辦園理念

三推動

1.幼稚園課程的規劃與設計

2.幼稚園園長的自主學習與持續

發展

3.培養領導型課程主任與教師

03

02

二轉變

1.轉變觀念：從課程管理到

課程領導

2.課程實施者：從教師到全

環境立德樹人

01



青苗教師
（0-1年教齡）

成長期教師
（1-5年教齡）

成熟期教師
（5-10年教齡）

骨幹教師
（10年以上教齡）

培訓目標：

幫助新教師快速適應幼稚

園工作環境，掌握基本的

教育教學技能。

培訓內容:

師德修養與教育理論;專業

知識與通用基本功。

培訓目標：

提升教師的教育教學能

力，使其能夠獨立承擔

教育教學任務。

培訓內容：

教育教學技能訓練;教育

教學實踐研究;安全教育

與管理。

培訓目標：

培養教師成為園內的骨

幹教師，具備一定的教

學研究和指導能力。

培訓內容：

教育教學策略與藝術；

保教反思與研究；教育

改革與素養。

培訓目標：

培養能夠引領和指導其他教

師的專業發展，形成自己的

教學特色。

培訓內容：

專題講座、導師指導、實踐

觀摩；教學個案分析、教育

科研課題的全過程參與。

培養模式



二十四節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反映了自然界時序變化

和物候節律，是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

二十四節氣課例



節氣活動應抓的重點是什麼？

“為誰教”課程目標的確定—— 社會需求與個體需求之間的關係

“教什麼”課程內容的選擇—— 知識的價值與人的發展之間的關係

“如何教”課程組織與實施的策略—— 幼稚園課程中教與學的關係

核心價值：精神 情感



互聯網和社交媒體

環保
體驗式教學

數位化和多媒體
資源

多範疇的融合

結合香港氣候
特點

家園社合作



“

第一步

在環境氛圍中
對話

第二步

在主題活動中
浸潤

第三步

在班本課程中
生發

第四步

在創生遊戲中
體驗

第五步

在日常生活中
滲透



前：巧分工 齊推進
中：審方案 明脈絡

後：早回饋 及修正

鼓勵全體教職工發揮所長，讓

每個人都能成為課程建設的主

動參與者。

再次審議、複盤，為下一次實施課程，

提供經驗參考。

通過大、小教研，審議課程實施

方案，並根據幼兒的實際情況不

斷調整和優化。

課程審議：前+中+後



實踐傳承

規劃

實踐傳承

規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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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改進
（下一個新階段）

品質改進
（新水準）

可持續
發展



感謝 聆聽
學生：稻小殼 導師：稻小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