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随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精神的贯彻

落实，教育模式已经从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模式向整个活动以

幼儿为主体的活动方式过渡。在这种教育观念的转化过程中，主

题教育活动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幼儿一日活动中来，这种教育

形式对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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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 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博士提出，
所谓的主题教学活动， 就是以一个话题为中心， 进行延伸扩

展，进而形成更多的话题和活动。 主题教育活动具有灵活性、
多样性，一个主题可以把五大领域的内容都贯穿其中，并将各

领域的教学目标和内容整合为一体。
一、主题活动的特点

（一）内容日常化

幼儿园主题活动的内容大部分选自幼儿熟知的和容易接

受的话题， 如节日主题活动都是选择幼儿非常熟悉的六一儿

童节、三八妇女节、十一国庆节等进行教育活动。 这些主题活

动既能让幼儿记住各个节日的名称， 还能让幼儿了解各个节

日的教育意义。 例如， 通过三八妇女节主题教育活动 “画妈

妈”、歌曲“好妈妈”等，让幼儿对妈妈平时的装束和打扮有所

了解，从小培养幼儿在生活中注意观察妈妈的行为习惯，这样

就能培养他们关心妈妈，爱护妈妈的情感，使其懂得感恩；通

过国庆节主题教育活动， 幼儿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也有自己

的生日，就是每年的十月一日，知道自己也是一个中国娃，将

来也要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从小进行爱国教育。
（二）形式多样化

传统的教育活动都是分科进行， 每一个内容的教育目标

都是单一的，形式也是单一的教育活动，有的甚至不符合幼儿

的年龄的特征，只是机械地完成教学任务，根本引不起幼儿的

兴趣和共鸣，但主题活动内容的确定就比较灵活和多样化。例

如，为了更好地搞好中秋节主题教育活动，我们可以采用歌曲

“我为爷爷打月饼”的形式开展活动。 活动既符合幼儿的年龄

特征，也增进了祖孙两代人的感情。 当幼儿一边唱着歌，一边

玩着做月饼的游戏， 他们内心深处就会充满无尽的敬爱之情

和欢愉心情，给活动带来了童趣和人情味。为了让幼儿增长见

识、拓展视野，了解家乡的文化及发展，教师可以开展实践性

的主题活动———“宝贝爱家乡参观博物馆”， 利用博物馆收藏

和征集到的历史文物等资源， 让幼儿领略具有浓郁的地方特

色、 风土民情及民间艺术的无穷魅力， 更加激发了幼儿爱祖

国、爱家乡的社会情感。
（三）选材系统化

幼儿走近校园，离开了他们安全、亲切、熟悉的家庭环境，
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仿佛失去了依靠，感到害怕、孤

独、烦躁，于是他们忧郁、沉默、哭啼。 为了帮助幼儿尽快熟悉

环境、熟悉幼儿园、熟悉班级，我们开设了“我们的幼儿园”这

个主题活动。透过真实、自然、亲切的环境，让幼儿在幼儿园里

找到家的感觉、发现家的痕迹、体验家的温暖，并通过有趣的

游戏、亲近的生活、浓浓的关爱，使他们感受到幼儿园里的快

乐和温馨。例如，小班的九月份的大主题活动“我上幼儿园啦”
里面又包含了几个小主题：“我爱我的幼儿园”“甜嘴巴”“甜甜

找朋友”等，通过各种活动培养幼儿喜欢上幼儿园。
二、主题活动的作用

主题活动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的教育优势， 能充分发挥

幼儿的主体能动性，让幼儿有兴趣去探索新知。由于活动内容

选自幼儿熟悉的生活环境，并符合幼儿的年龄，所以对培养幼

儿自主探究的意识、习惯与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为

了帮助幼儿缓解入园焦虑，感受幼儿园的乐趣，教师设计的主

题教育活动“我上幼儿园”通过课前准备爸爸妈妈去上班的图

片、小朋友上幼儿园的图片、小朋友向教师问好的图片以及歌

曲等，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感受到幼儿园的温馨，不知

不觉间帮助幼儿熟悉环境、认识幼儿园、了解班级、适应集体，
使他们感受到幼儿园大家庭的温馨与快乐，喜欢上幼儿园。

三、主题活动的意义

主题活动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区域性， 可以让幼儿

身临其境地去亲自体验和感受活动的内容。例如，在进行春节

主题活动时，教师可以把幼儿直接带到民俗展区，让他们亲自

剪窗花、挂红灯、贴对联、敲锣打鼓舞狮子、拿起扇子红绸扭秧

歌，还可以把“年”的来历用绘本的形式呈现在幼儿面前，让幼

儿直观地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小灌输“年”味。 还有，为了

锻炼小班幼儿正确的握笔姿势和培养幼儿的画画兴趣， 教师

可以精心设计一个主题墙“会跳舞的笔宝宝”，让幼儿大胆地

拿起笔，尝试着在洁白的的纸上画出第一笔、第一幅作品，有

直线、有曲线、有点、有圈，最大限度地锻炼幼儿的动手能力和

握笔画画的兴趣。
总之，通过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来确定主题活动，既能

不断关注幼儿的兴趣和需求，还能很好地诠释《幼儿园教育指

导纲要（试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出的教育

理念，更好地贯彻以幼儿发展为本的新思想，让幼儿在自主中

学习和探究。为了能更好地搞好主题活动，教师还可以通过家

园的共同合作，丰富教学活动，使幼儿在不断探索、表现、操作

中得到宽松、自主、个性化的发展。

小议幼儿园主题教育活动的意义
宋雪琳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凤翔幼儿园，甘肃 定西 7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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