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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三生•三我”阳光快乐启蒙课程研究》成果报告

主持人：李志欣

核心成员：芦建红、刘小英、张晓玲、贺建花、田 芳

报告执笔人：李志欣、贺建花

单位：临泽县滨河幼儿园

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的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城镇化速度加快，大量的农民工

涌入城镇就业，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园，许多城镇幼儿园“农村

娃”大量增加，特别是我园作为一所发展中的城乡结合新建园，

大部分幼儿来自农村，这部分幼儿隔代领养多，家庭教育方法

单一、知识薄弱，父母平时工作繁忙，与孩子沟通、交流较少，

造成这些幼儿规矩意识生活习惯差、缺乏自信心、不愿表达、

缺乏想象力、创造力等不良的个性特征，与“城里娃”不论在

生活、学习、心理、行为习惯、动作技能乃至想象力、创造力、

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加之幼儿年龄小，对

生命、生活及生态好奇但认知弱无态度，传统幼儿教育偏重于

幼儿认知能力的发展和知识灌输，缺乏对幼儿生命状态的积极

关注和对幼儿生命价值的深刻认识，往往忽略幼儿生命个体对

积极生存、安全自护能力的需求，缺乏有效的教育内容、途径、

方法，幼儿人生观启蒙急需起航的实际和幼儿园课程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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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根据市县教育主管部门关于克服“小学化”倾向、推进

幼儿园内涵发展的相关要求，我园提出“三生•三我”快乐成长

启蒙课程开发的理念。充实和拓展教育的内涵与外延，真正做

到让幼儿在自然中学习，在生活中成长。

（二）概念的界定

“三生”教育即：生命教育、生活教育、生态教育。“生命

教育”是让幼儿在多姿多彩的游戏活动中体验、感知、欣赏和

领悟生命，萌发幼儿的生命意识，获得对生命默然于心的理解，

融合阳光体能运动，发展幼儿动作和机能的同时，学会生存和

自我保护的基本技能，帮助幼儿建立积极乐观充满活力的生命

状态。“生活教育”重在通过幼儿良好生活卫生习惯养成、自理

能力发展等保育课程，形成使幼儿终身受益的生活能力，掌握

生活技能，获得生活经验，从而热爱生活、健康生活，让教育

回归真实生活。“生态教育”即用树枝、木桩、石头等自然环保

材料装饰幼儿园环境，打造适宜幼儿的“生态乐园”，让幼儿在

幼儿园就能和大自然零距离接触，开展绿色生态课程，让幼儿

在自然中学习，在生活中成长，让真游戏点亮童年。

“三我”启蒙课程即：“我运动 我快乐”“我创意 我快乐”

“我想 我说 我快乐”三大阳光快乐园本课程。“我运动 我快

乐”课程,以“传统+现代+创新”为活动载体，以“大带小”为

活动形式，投入大量的运动器械，开展滚铁环、跳绳等各种特

色体育游戏和“安吉游戏”，促进幼儿动作发展，提高运动技能，

增强身体素质。“我想 我说 我快乐”课程,从尊重、维护幼儿

的话语权入手，创设绘本馆、绘本小屋等阅读区，开设《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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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与口才》课程，开展有声绘本推送、睡前赏析、餐前朗诵、

师幼绘本剧表演等特色活动，发展师幼语言综合能力。“我创意

我快乐”课程,开辟“民间工艺坊”“创意美工坊”“陶淘乐陶吧”

“自然花坊”“临泽印象生活体验长廊”等创客空间，投放丰富

的活动材料，鼓励幼儿自主创造、个性发展，为幼儿“用自由

的双手表达自信的大脑”提供“玩中学、创中学”的空间。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幼儿的发展是一个

整体，要注重领域之间、目标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整合，促进幼

儿身心全面协调发展。“三生”教育和“三我”阳光快乐园本课

程，相互渗透，有机融合，通过丰富自然而然的生活活动、多

元的游戏活动、生动趣味的生命教育活动，让幼儿在亲身参与

体验中感受生命不断的拔节生长，从而认识生命、敬畏生命、

珍爱生命，感悟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建构积极、独立、具有生

命活力的自我，让儿童成为更好的自己。

（三）研究目的

1.通过 “三生•三我”阳光快乐启蒙课程的探索，形成幼

儿园“三生•三我” 阳光快乐启蒙课程体系，提供具体可行的

成果范例。

2.通过“三生•三我”阳光快乐启蒙课程的实践，提升幼儿

多元能力和社会情感的发展，实现“健康活泼、好奇探究、快

乐表现、大胆交流”的幼儿培养目标。

3.通过 “三生•三我”阳光快乐启蒙课程的研究，促进教

师对“三生•三我”教育理念的认识与理解，提高教师游戏化课

程实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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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 “三生•三我”阳光快乐启蒙课程的实施，拓宽家

长参与“三生•三我”启蒙教育的路径，提升家长的育儿水平，

形成共促幼儿多元发展的教育共同体。

（四）研究内容

立足于幼儿、教师、家长，深入“课程体系、游戏模式、

合作路径”的研究视角，探究幼儿园“三生”教育的内容、方

法和路径，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1.梳理“三生•三我”教育指导理念。

2.确立“三生•三我” 阳光快乐启蒙课程的指导目标。

3.建构共同成长的“三生•三我” 阳光快乐启蒙课程体系。

4.研发共同发展的幼儿“三生•三我”阳光快乐启蒙游戏模

式。

5.打造共同育儿的“三生•三我”教育合作路径。

二、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

（一）研究过程

回顾研究历程，课题研究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初步探索阶段：2018 年 8 月——2019 年 8 月

结合幼儿园 90%都是农村幼儿，隔代领养多，家庭教育薄弱，

加之幼儿年龄小，对生命、生活及生态好奇心强但认知弱无态

度，幼儿人生观启蒙急需起航的实际和幼儿园课程体系建设实

际，根据市县教育主管部门关于克服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

和推进幼儿园特色内涵发展等要求，提出“三生•三我” 阳光

快乐启蒙课程开发的理念。通过进行教师、家长问卷调查、个

案追踪等方式，获取幼儿现阶段“三生”教育发展情况和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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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三我”课程设计现状，深入思考、找准定位。

2.探索实践阶段 ：2019 年 8 月——2020 年 8 月

根据各年龄段幼儿发展特点，开发以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保护生态、快乐成长为取向的园本课程，制定了不同年龄班的

课程开发内容。通过开展教师培训，理论知识学习等手段，为

课程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撑，达到转变教师课程观、教育观的目

的。组织开展园本课程、游戏活动、实践活动等集体研讨交流，

发现问题、寻找对策、完善课程建设架构体系，确立幼儿园“三

生•三我”教育的指导目标，拓展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加

大资金投入，进一步完善功能室、公共活动区、亲子种植体验

园等硬件设施建设，开发各类特色活动，为师幼提供实践、交

流、发展的平台。

3.丰富完善阶段 ：2020 年 8 月——2021 年 1 月

结合疫情，探索出适合各年龄段开展“三生•三我” 阳光

快乐启蒙课程的新途径，形成更加科学完善的课程体系，在全

园各年龄班和农村帮扶园广泛推广实践。组织开展观摩研讨、

经验交流，总结归纳活动的组织形式、过程方法、指导策略，

在活动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出修改意见，进一步完善园本课程

体系。创新家园联系方式，优化家园共育模式，实现家园共育

目标，家园同频共振，打造共同育儿、科学育儿、有效育儿的

“三生•三我”家园教育合作新路径。

4.提升融合阶段 :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0 月

引进“安吉游戏”“校园足球”“民间美术”等特色课程，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升华，使“三生•三我” 阳光快乐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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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体系结构、内容形式、游戏模式不断完善，创设更加丰

富、科学、成熟、可推广的典型经验范例，并在农村帮扶园推

广。

（二）研究方法

1.行动研究法。由研究者和行动过程的实践者通过共同参

与，结成一体，共同组成课题组，进行调查、分析，通过在实

践活动的进程中发现问题、设计实验方案、实施实验方案、评

价或有新的发现、再计划、再实施、再评价或发现的方式不断

进行。

2.个案分析法。重视对幼儿的个案研究分析。选取幼儿、

教师中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研究，了解开展成果研究与师幼

成长的关系。

3.经验总结法。运用教育科学理论，对积累的有关“三生•

三我”教育的经验进行分析概括，努力提升出相关的理性认识，

力求找出符合教育规律的教学理念和策略。

三、成果的主要内容

成果立足于幼儿、教师、家长，形成了“五级同心圆”教

育教学模式，涵盖五大领域驾驭“五个一”，细化研究模式，形

成具体可行的指导范本。

（一）“一理念”：梳理“三生•三我”教育指导理念

以陈鹤琴先生提出的“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

为理论基础，以幼儿发展为本，尊重幼儿的年龄特点、生活经

验，通过课程实施，促进幼儿运动、口语表达、交往、动手操

作、创造等多元能力的发展，促进幼儿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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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生态，培养健康活泼、好奇探究、快乐表现、大胆交流的

现代儿童。

（二）“一目标”：提炼“三生•三我”教育指导目标

提出“培养健康活泼、好奇探究、快乐表现、大胆交流的

现代儿童”总目标和“为幼儿终身幸福做准备，为教师事业拓

展做准备，为家长科学育儿做准备”三位一体指导目标，建立

幼儿、教师、家长、园所四支“三生•三我”教育共成长的队伍，

并通过课程、游戏、家园共育三个途径进行实施。

（三）“一课程”：建构共同成长的“三生•三我”教育课程

体系

幼儿园构建“三生•三我”阳光成长启蒙课程体系，帮助幼

儿树立生命意识、产生主体意识、萌生责任意识、拥有平等意

识、养成公德意识，引导幼儿在游戏实践中成为劳动小帮手、合

作小伙伴、文明小使者、环保小卫士、自信小主人，在实行“五

级管理”、创建“五个联动”、开展“五轮研讨”、完善“五项内

容”、开发“五种载体”的过程中形成课程建设的“五项机制”，

并在实践中逐步确立了主题教育活动之下的生命探究活动、生

活体验活动和生态教育活动等课程内容，使“我运动 我快乐”

“我创意 我快乐”“我想 我说 我快乐”成为幼儿全面发展的

重要载体。

（四）“一游戏”：研发共同发展的“三生•三我”游戏模式

大自然是幼儿学习的源泉，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幼儿。

幼儿园利用自然生态环境和公共游戏区，彰显幼儿园“三生•三

我”教育游戏化课程的活力，通过引进安吉游戏、规划地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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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街、打造亲子生态种植园、安全体验长廊、生活体验长廊、

安吉游戏生活区等措施，丰富幼儿课程内容，让幼儿在游戏、

体验中增长知识、拓展思维、培养习惯，使幼儿综合能力得到

全面发展。

（五）“一合作”：打造共同育儿的“三生•三我”教育合作

路径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校园生活如果没有家庭

的参与，共同进行教育和培养，那么教师付出再多的努力，也

不可能会得到圆满的结果。家长工作是幼儿园教育的支点，是

家园之间的桥梁。在“三生•三我” 阳光快乐启蒙课程的研究

中，我们坚持把家长吸纳到教育中，探索形成了“三会一校”（家

委会、膳食委员会、安委会、家长学校）的家园共育机制，通

过亲子运动会、亲子种植园、家长培训会、线上和线下家访活

动等具体的实施途径，形成家教指导，家长逐渐了解到“三生•

三我”教育生活体验活动背后的深刻意义，慢慢从“配合教师”

向“跟孩子们在一起”转变，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科学育儿观，

共同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与和谐发展。

四、效果与反思

（一）实践效果及影响

多年来，在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通过逐步深入、不断探索、

努力挖掘，取得了显著成效，幼儿、教师、园所实现了质的发

展，幼儿园积极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助力了全县学前教育事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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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蒙了幼儿人生观。“三生•

三我”阳光快乐启蒙课程的实践，

让幼儿在充分的感知、体验与互动

中感受生命的意义与美好，促进幼

儿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生态，

满足幼儿游戏本性，带幼儿体验

“真”游戏，回归“真”童年，“农村娃”口语表达、动手操作、

人际交往、团结协作、文明礼貌等方面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

升，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阳光

宝贝、才艺之星、礼仪小标兵、小

主持人、主播小达人、运动小健将”

等，树立了典型，激励了更多的幼

儿身心阳光，争做“个性阳光幼儿”。

2.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全

体教师通过不断学习、实践、研讨，丰富了理论知识，加深了

对“三生•三我”园本课程的理解，教师能够站在幼儿的立场，

实现与幼儿同频共振，教育观、课程观不断更新，实践能力不

断提升，有效的克服了“小学化”

倾向。“三生•三我”阳光快乐启蒙

课程的实践，衍生出的子课题《探

究式环境创设对幼儿影响的实践研

究》《幼儿园民间美术活动的探究与

实践》《本土资源在幼儿园体育活动中的有效运用》《<3-6 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语言领域目标实践成效的研究》均通过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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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优秀课题；撰写的论文《基于思政一体化建设背景下幼儿

园思政课探索——以临泽县滨河幼儿园为例》《落实防范措施治

理，开发“三生”课程筑本》《面对疫情，如何诠释幼儿生命教

育》《城乡结合部幼儿园阳光快乐园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利

用民间体育游戏 促进幼儿健康发展》等均在省级刊物发表。近

年来，成果的研究和实践带动教师

队伍综合素质螺旋式提升，累计受

到省、市、县级表彰 16 人次，园

级表彰奖励 60 人次；教师课例、

论文、微课、征文累计获奖 326 人

次；省、市级刊物发表论文 21 篇，

参与省、市、县级课题研究累计 14 项，通过省级鉴定 3 项，在

研 11 项，教师科研能力明显提升。

3.促进了我园园本特色内涵发展。开发了系统的特色园本

课程，形成了快乐成长三大系列园本特色教材。充分利用班级

微信群等网络平台，让更多的家长和幼儿参与进来，不但增加

了家长陪伴孩子的时间，实现了家园

共育，还有效改善了幼儿看电视、玩

手机不良习惯，搭建了家园共育的平

台。深入推进了“农村娃”与“城里

娃”手牵手阳光成长普惠发展办园模

式，使害羞、胆小、不敢说、不会玩的“农村娃”成长为聪明

活泼、好奇探究、大胆交流、快乐表现的 “城里娃”，活动成

效得到了家长、社会和上级领导的认可，同时，幼儿园“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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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我快乐”“我创意我快乐”“我想

我说我快乐”三大园本课程也成为

了实现幼儿园创新发展的奠基工

程。幼儿园于 2020 年 11 月被教育

部命名为“2020 年全国足球特色

幼儿园”，典型案例《学前教育五

大领域“三要素”启蒙模式》《“农村娃”与“城里娃”手牵手

阳光成长普惠发展办园模式》等均在省级评选活动中获奖，典

型经验《家门口有了普惠优质园》在“未来导报”专题报道。

4.助力了全县学前教育特色发展。将多年实践探索形成的

“三生•三我”阳光快乐启蒙课程及保教工作典型经验、具体做

法在民乐丰乐镇张满幼儿园、八一

幼儿园、鸭暖镇华强中心幼儿园、

新华镇西街中心幼儿园、新华镇向

前幼儿园、倪家营南台幼儿园、沙

河镇新民幼儿园等帮扶园推广。经

过课程实践和改革，农村教师的课程观、教育观有了很大的转

变，幼儿在性格品质、口语表达、

动手操作、人际交往、团结协作、

文明礼貌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

步，幼儿园办园行为逐渐规范，

规模逐渐扩大，办园质量、办园

特色日益鲜明，得到了家长、社会和上级领导的一致。近年来，

通过不断的辐射延伸，使全县农村幼儿园均涉足“三生•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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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本快乐课程研究与实施，并结合自身实际，探索出了适合本

园开展的特色课程，在我园的帮扶指导下，5 所帮扶园已晋升为

省级一类幼儿园，1 所晋升为市级标准化幼儿园，助力了全县学

前教育特色发展。

（二）反思与完善

1.课程的整体评价机制还不够完善。

2.面对日益丰富的幼儿活动，如何提升教师自身素质有很

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结合幼儿园园本课程、功能室建设、

区域活动、集体教学等构建多重结构的园本培训活动,解决教师

在活动开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是我们今后教师培训的重点。

3.通过家园网络共育实践中发现开发编撰的幼儿园生命教

育课程中的教学内容与教学资源还有待于进一步修改完善。

幼儿园“三生•三我”阳光快乐启蒙课程研究一直在路上，

时代变革对学前教育提出更高要求，我们将继续发挥合力，内

塑教师、携手家长，以实践研究回答着习主席关于“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