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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编者按  2020年12月，教育部启动了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计划，经过省级
遴选推荐、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等环节，马鞍山市入选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
用示范区，示范区建设周期为3年，如今3年过去了，马鞍山市园长课程领导力得到提升，教
师课程意识得到发展，幼儿园整体教育教学质量有明显提升。为宣传马鞍山市幼儿园综合课
程的学习与实践经验，促进全市乃至全省幼儿园均衡发展，本期对马鞍山市教科院和项目幼
儿园进行专题报道。

马鞍山：推广综合课程 提升幼教质量
□刘形捷  黄世凤
幼儿园课程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也是一项对幼儿园教育质量提升至关重要的工
作，幼儿园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科学的教育理念引领。“马鞍山能成为国家级
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这是对马鞍山教育的一种肯定，更是提升马鞍山学前教育质
量的重要契机。”对于马鞍山的此次入选，马鞍山市教育局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梅立新这样
说，“马鞍山市幼儿园以主题活动课程为主，教师根据实际情况生成一定比例的园本和班本
课程，与南京实验幼儿园的综合课程基本一致。总体来说，马鞍山市具有‘幼儿园综合课
程’推广应用的良好基础，参与推广应用南实幼的优秀教学成果，对推动我市因地制宜开展
课程建设，提升我市幼儿园教育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自2020年12月被确定为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后，马鞍山市教
育局就快速行动，2021年1月召开示范区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调研座谈会，邀请中国教育
学会成果推广应用项目组专家指导示范区成果推广应用方案。同时，马鞍山市教育局制订出
教育部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以综合的教育造就完整的儿童——‘幼儿园综合课
程’35年的探索与建构”推广应用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推广应用的工作目标为“通过有计划
地组织推广活动，引领和推动全市幼儿园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因地制宜推动幼儿园课程建
设，提升教师专业水平，提高幼儿园办园质量，促进幼儿健康和谐发展，办人民满意的高质
量的学前教育”。“我们希望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推广应用路径，让优秀教学成果发挥出更大
的辐射作用，不断推动马鞍山市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梅立新在采访中说道。

成立领导小组 推广应用方案
在得知入选后，马鞍山市教科院就通过与南京实验幼儿园对接，全面、深入地了解其成果内
容，结合马鞍山市实际，确定了马鞍山市十所省级一类幼儿园以及当涂县、博望区的两所市
级一类幼儿园为推广应用实验园，12所项目园覆盖至全市六个县区，各县区以幼教教研员为
核心成立成果推广应用小组，压实项目园“一把手”园长的第一责任，构建由教研员、园
长、教研组长、班级教师组成的课程研究专家团队，在南京实验幼儿园的指导下实施推广应
用工作。
“我市幼儿园在课程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和问题，我们遴选出12所省、市级一类幼
儿园作为推广应用项目园，希望带着问题在推广应用南京实验幼儿园综合课程的过程中寻求
答案。”市教科院幼教教研员叶青莲在采访中说。

加强教研引领 促进双线融合
确定好项目园，在具体推进过程中，马鞍山教科院就借助高端平台和各方的智慧力量，全力
推进示范区建设。“当时正值疫情，我们就组织12所幼儿园，借助网络平台，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推广应用工作。线上观摩学习南实幼的分享活动，线下组织项目园园长教
师及时进行研讨反思，实践调整，发挥每一次教研和培训活动的最大效能。”叶青莲介绍
说。
据了解，两年半以来，马鞍山市项目园参与南京实验幼儿园成果推广应用活动17次，参与学
习的人数达6000多人次。如在2021年4月，派出项目园园长和幼教教研员共计15人赴南京实
验幼儿园开展为期一周的跟岗学习；2023年4月、5月，还组织项目园园长、教师100多人来
到南京，开展了为期3天的“幼儿园综合课程”研修活动。
另外，组织项目园与南京实验幼儿园在线同步学习16次，学习内容围绕“幼儿园综合课程”
的理念、目标、内容、实施等全面展开，学习形式丰富多样，有专家讲座、案例分享、主题
微讲座、集体教学展示、区域活动、教研现场等。项目园组织教师线上学习，线下研讨，逐
步理解综合课程的理念，把握综合课程的实施路径。
“参加教育培训、学习的同时，我们也要求各幼儿园发挥教研的专业支撑作用，将综合课程
的推广应用工作与幼教教研工作相结合，把推广应用工作纳入幼教教研学期计划，双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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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推动项目园落实综合课程的理念与实践。”叶青莲在采访中介绍说。
据了解，三年来，教科院组织开展了“幼儿园自主游戏”“艺术领域优质课”“半日活动观
摩”“课程故事分享”等综合课程教研活动36次。同时，建立了由市县区幼教教研员、项目
园园长与骨干教师共同组成的推广应用研修共同体，大家共同阅读南京实验幼儿园“幼儿园
综合课程”系列书籍，学习领会南京实验幼儿园教学成果的精神实质。还发挥教研员队伍在
幼儿园课程建设、园本教研中的专业引领作用，指导项目园开展综合课程实践。每学期召开
两次成果推广应用推进会，交流项目园推广应用工作的问题与经验，并及时反思，积极调
整。

开展本土实践 优化课程质量
推广应用的过程就是将优秀教学成果转化为基层教师实践、反思的过程，就是为基层幼儿园
提供支持和服务的过程。据马鞍山市教育局幼教教研员尹晓峰介绍，从2021年起，各项目园
立足园本实际挖掘和整合课程资源，关注幼儿的生活与经验，开始了边学习、边实践、边改
进的幼儿园课程建设之路。
在具体做法上，据尹晓峰介绍，雨山区充分发挥项目园的示范引领作用，开展以项目园为主
的课程故事交流与分享、课程审议现场观摩，大大提高了全区幼儿园及教师对综合教育、综
合课程和完整儿童的正确认识，逐步强化了课程意识和课程资源意识，基本掌握了课程审议
的原则和方法，形成了多个特色课程案例；博望区组织全区幼儿教师阅读《幼儿园综合课
程》《看得见儿童、找得到课程》，并开展读书分享交流活动，组织全区幼儿园参与课程故
事案例评比，通过学习与评比促进南实幼综合课程理念的落实与推广；花山区开展了“综合
课程背景下的足球特色活动”“幼儿生活能力培养班本课程实践”等活动，组织园长领航能
力培训班赴南京师范大学学习，邀请了南京实验幼儿园黄菲进行综合课程主题讲座；当涂县
幼教教研员多次到项目园参与推广应用实践工作，组织主题为“基于疫情发生后综合课程园
本化的实施与思考”的分享活动，围绕疫情发生后课程的调整与实施进行对话、反思与总
结。探索“综合课程”理念下户外自主游戏策略，创生园本化主题活动案例；含山县加强园
长进班、指导，在现场研讨中关注班级教师是否能够根据幼儿兴趣及时调整主题活动的内容
与实施方式。通过开展主题墙、班级区域活动、课程故事、自主游戏评比等活动，促进园所
和教师之间相互学习。和县通过课程审议局部改造园本课程计划，鼓励教师在预设的主题课
程基础上，根据本班幼儿的兴趣和需求生成班本课程，将综合课程的理念落实到幼儿一日活
动中，从自主入园开始到自主早餐、自主劳动、自主游戏，给幼儿更多的成长空间，提升幼
儿整体素养。同时引导教师改变评价标准，从单一的知识技能评价转变为基于幼儿核心素养
的生长性评价。
 “幼儿是课程实施的主体，多次的学习帮助我们确立了正确的幼儿园课程理念，经过每个
学期开展学期课程和主题课程的前审议、中审议和后审议。如今，幼儿园课程的实施更加自
然、自主，教师的专业水平也得到了逐步发展和提高。”尹晓峰动容地说。

拓展应用范围 提升辐射效能
项目园推广应用“幼儿园综合课程”经历了“学—用—创”的过程，即从学习借鉴到实践运
用，再到创生园本课程的过程。据了解，为让更多的园长、教师投入到幼儿园综合课程实
践，扩大项目推广应用的效益，从2022年开始，马鞍山示范区依托县区教研室，发挥项目园
的引领示范作用，一是发挥在线学习的优势，将教研活动链接转发给幼儿园，让更多对综合
课程感兴趣的园所加入到学习中来。二是组织项目园开展面对全市幼儿园开放的交流活动。
“疫情期间，12所项目园录制‘综合课程’主题实施小视频，共享至教研群；开展‘综合课
程’理念引领下的幼小科学衔接工作经验分享；组织项目园骨干教师在‘马鞍山市学前教育
大讲堂’进行综合课程主题讲座；邀请项目园园长参加市级幼儿园教育视导工作，对幼儿园
教育教学工作进行现场诊断与指导等。”尹晓峰补充说。
在南京实验幼儿园的指导帮助下，通过学习与实践双线并进的方式，马鞍山示范区培养了一
支以教研员为核心的幼儿园综合课程研究团队。团队在推广应用南实幼综合课程期间，获得
了可喜的成绩：获省级自主游戏评比一等奖1次，三等奖2次；省级论文一等奖1次，二等奖2
次；省级优质课二等奖1次，三等奖1次；省级玩教具制作二等奖3次，三等奖1次；在CN刊物
发表文章12篇，其他发表9篇。
幼儿园课程质量也得到质的飞跃。两年半以来，项目园完成“东北师范大学‘国培计划’卓
越教师培养项目园长班跟岗培训”“六安市金寨县幼教同仁跟岗培训”“安徽省国培在线培
训”等4次接待任务。马鞍山项目园在“幼儿园综合课程”本土化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园本课
程案例共计212篇。
“两年半的时间里，在南京实验幼儿园全面、专业的引领下，马鞍山示范区幼儿园努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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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积极实践，有效提升幼儿教育质量。南京实验幼儿园在‘满意度’评价表中，对马鞍山
示范区的工作也进行了全面肯定，5个选项均选择了‘非常满意’。”梅立新在采访中说。
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项目是推进教育内涵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机遇，梅
立新表示，未来，马鞍山将进一步完善成果推广应用的过程性指导和机制性保障，确保成果
推广应用取得实效，推动全市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快乐的幼儿们
线上交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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