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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规模幼儿园混龄教育课程建设

●曾　培

　　

[摘要]农村小规模幼儿园混龄教育是为解决城镇化背景下同龄幼儿数量少、师资力量匮乏等问题,而将不同

年龄的幼儿编在同一个班级进行教育活动.幼儿园混龄教育是指幼儿园教师将年龄跨度一岁以上的幼儿混

龄编班,在同一个教育活动场所进行共同教育的形式.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幼儿持续减少,小规模

幼儿园成为农村学前教育的主力军,混龄教育成为农村学前教育的主流教育方式.农村混龄教育课程研究

是推动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提出从发展为先,注重人的成长;资源整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结合实际,混龄教育教学模式多元化;管理为重,一日活动井然有序四个方面建设农村小规模幼儿园混龄教

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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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小规模幼儿园”指全园班级低于３个(包含３
个)、全园幼儿人数低于５０人以下乡镇管辖的村级

幼儿园。 ２０１９，我国相关文件中指出，学前教育２０３５年主

要发展目标是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当前，探索适合农

村小规模幼儿园的混龄教育课程模式是办有质量的农村学前

教育的核心。

发展为先,注重人的成长

(一)关注农村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

教师的专业素养是影响幼儿园课程建设水平和成效的重

要因素。 农村小规模幼儿园一部分幼儿教师是当地小学即

将退休的教师转岗的，缺少学前专业的学习与教学经历，业

务素质有待提高。 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应为这些教师开展专

门的混龄教育理论与实践学习活动，加强对教师专业知识的

指导。 农村小规模幼儿园的教师长期以来习惯于传统的同

龄教育模式，对年龄差异、个性差异、组合形式差异交织在

一起复杂的混龄教育情景缺少实践经验。 幼儿园要在平时

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教师的观察和反思能力，促进教师对

混龄班差异较大幼儿的了解，增进教师应对混龄教育中突发

性事件的处理能力。 此外，态度和情绪对农村幼儿教师专

业成长也有一定的影响。 幼儿园和家长应给予农村幼儿教

师更多信任、鼓励、认可和引导，增强农村幼儿教师专业成

长的自信心。

(二)重视农村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

幼儿园课程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幼儿的发展。 幼

儿期是幼儿情感发展的关键时期，幼儿对父母、同伴、周围

的人有建立情感链接的需要。 农村小规模幼儿园幼儿人数

少，独生子女居多，居住地较分散，平时缺少同伴，容易孤

单。 混龄教育课程可通过创建不同的教学模式等途径增加

不同年龄幼儿之间进行互动的机会，满足幼儿体验同伴间积

极、愉悦情感的渴望。 农村的环境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

息，泥巴路、野草地、小水坑等是幼儿喜爱的游戏主场地，

但这样的环境也增加了幼儿接触细菌的机会。 良好的卫生

习惯有利于疾病的预防，混龄教育课程需将个人卫生习惯、

饮食卫生习惯知识传授给幼儿，帮助幼儿养成健康的卫生

习惯。

资源整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一)房屋资源、教育设备资源综合运用

农村小规模幼儿园一般是附设于当地的中小学，幼儿园

活动室是利用中小学的空教室，户外活动场地也是和中小学

共用。 即使幼儿园缺少单独的幼儿园环境，中小学空教室

以及户外活动空间也能为混龄教育课程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例如，宽敞的户外活动场地为幼儿园实施不同类型的混龄游

戏活动提供了可能，空教室也可以改造为幼儿的建构游戏、

角色游戏、表演游戏活动室或者美工室、阅览室、科技馆

等。 此外，中小学的一些教育设备资源幼儿园也可以利用

上，如可以请幼儿参观中小学的教室、阅览室和物理化学实

验室，引导幼儿观察体会中小学体育器材的玩法等，让幼儿

了解高年级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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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挖掘农村教育资源作为课程内容

农村有许多城市所没有的独特资源，这些独特的资源可

以梳理为物质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 物

质资源，即自然环境、自然物象、建筑和生活用具；人力资

源，即园内教师、后勤工作人员、家长、社会人士；文化资

源，即田园风俗、田园游戏、田园技艺；组织资源，即农业

合作社、菜市、大棚蔬菜种植园、柑橘种植基地、草莓种植

基地、核桃种植基地等。 农村教育资源因其贴近幼儿生

活，同一教学内容对不同年龄的幼儿都能有不同的收获，且

还具有促进幼儿亲近自然、增强体质、促进幼儿亲社会行

为、促进幼儿认知发展等多元价值，是非常适合作为混龄教

育课程内容的。 在混龄教育课程内容建设中，幼儿教师可

根据教育需要来查阅、走访、寻找和挖掘适宜的本地农村教

育资源，做成“本地农村教育资源表”。

结合实际情况,混龄教育教学模式多元化

农村小规模幼儿园混龄教育组织形式以完全混龄编班模

式为主。 完全混龄编班是因幼儿人数较少，将幼儿园的所

有幼儿编成一个班。 完全混龄编班的教师多采用同时教学

的方式，这种教学方式适用于同龄幼儿，不适合异龄幼儿。

教师应根据混龄幼儿的差异性，选择“同组分层”复式教学

模式、小组轮流教学模式以及自主活动教学模式等多元化的

教学模式来保证每个幼儿得到最大化发展。

(一)“同组分层”复式教学模式

“同组分层”复式教学模式是根据幼儿的性别、年龄、

爱好、性格等因素，遵循“大帮小、小促大”的原则将幼儿

进行分组的教学模式。 这一教学模式和陈鹤琴先生的“小

先生”制很像，其提倡小孩教小孩。 如在一日生活环节中

教师将大龄幼儿和小龄幼儿分成一组，请大龄幼儿教小龄幼

儿穿衣、吃饭、喝水、如厕、洗手等，既培养了大龄幼儿的

责任心，又让小龄幼儿更快适应了幼儿园生活。 又如，纸

工活动中，小龄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不如大龄幼儿，大龄幼

儿可以进行剪纸、染纸等较为复杂的操作，小龄幼儿则进行

撕纸、粘贴、折纸等较简单的操作，大龄幼儿和小龄幼儿相

互配合创作纸艺作品。 绘画活动中，大龄幼儿指导小龄幼

儿作画；美术欣赏活动中，大龄幼儿向小龄幼儿讲解美术作

品。 再如，游戏活动中也可以“大带小，小促大”。 如农

村“赶场”角色游戏中，大龄幼儿可以给小龄幼儿讲解农村

赶场的时间、地点、准备的货物、交易的规则等。 在这一

过程中，不仅大龄幼儿对“赶场”有了更深的体会，小龄幼

儿也因少了教师的压迫感，可以轻松地学习游戏规则。

(二)小组轮流教学模式

小组轮流教学模式是将幼儿按照兴趣和年龄两种方式进

行分组，并将不同组的幼儿安排在不同教学区域的教学模

式。 这种教学模式一般需要多名教师相互配合，根据分组

由不同的教师分别组织不同组的教学、游戏活动。 若只有

一名教师，则需要教师妥善地安排好不同组幼儿的教学、游

戏时间，轮流组织活动。 教师若将幼儿按照年龄进行分

组，都是同龄幼儿，组织活动会比较容易。 若按照兴趣对

幼儿进行分组，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时需考虑

到不同年龄段幼儿的需要。 如幼儿都喜爱的体育游戏活动

“闯关寻宝”，教师设置游戏关卡时要难易相结合，难的关

卡让大龄幼儿闯，比较容易的关卡让小龄幼儿闯。 又如，

歌唱活动中，教师需选择大小龄幼儿都感兴趣的歌曲，运用

对唱、轮唱等方式让大龄幼儿唱较难的部分，让小龄幼儿唱

容易的部分。

(三)自主活动教学模式

自主活动，指在教师指导下，幼儿根据自身的兴趣与需

要自由地选择活动内容、活动材料与活动方法，并通过自我

调控完成具体学习目标的教育活动。 农村小规模幼儿园教

师少，有的仅有一位专任教师，且教师混龄教学经验还不丰

富，因此鼓励幼儿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是比较适合这种情况

的。 在自主活动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幼儿自主活动的观察

者和支持者。 作为观察者，教师要观察了解不同年龄幼儿

的认知发展水平、动手操作能力以及兴趣爱好，从而创造出

具有层次性的幼儿园环境。 作为支持者，教师需从方法、

情感、行为等层面为幼儿提供必要的支持。 在方法上，教

师鼓励幼儿以混龄交流式为主、以同龄交流式和个体探究式

为辅的方式进行学习。 混龄交流方式有小中幼儿、小大幼

儿、中大幼儿、小中大幼儿的４种混龄交流方式，幼儿可以

自由选择混龄交流方式。 通过与不同经验水平幼儿讨论、

合作，幼儿的认知、社会性以及个性都会得到较好的发展，

学习的积极性也会显著提高。 在情感上，教师要尊重、认

同和宽容幼儿的学习方式，教师要为幼儿创造宽松的学习氛

围，对于幼儿的学习方式表示理解和尊重，对幼儿的良好学

习表现进行表扬。 在行为上，教师要关注幼儿，和幼儿进

行交流。 教师通过关注了解幼儿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危险，在恰当时机进行干预，让幼儿感觉到被关

爱。 幼儿有困难时、危险时，教师亦可参与到幼儿的活动

中给予幼儿帮助。

以管理为重,一日活动井然有序

(一)制定固定的一日生活时间表

农村小规模幼儿园大多附属于当地中小学，幼儿园的作

息时间表很多也和中小学是一致的。 幼儿注意力集中时间

短，不能坚持学习４５分钟，教师往往会根据每天的实际情

况自行安排活动时间。 幼儿园没有固定的生活学习时间

表，幼儿每天的生活不规律，不利于培养幼儿的时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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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幼儿养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 幼儿园的一日活动是

由入园、晨间活动、区域活动、集体教育活动、户外活动、

进餐、饮水、如厕、午睡、离园等环节组成。 农村小规模幼

儿园应根据幼儿一日生活各个环节的时间顺序及特点，结合

当地的实际情况科学制定有秩序的一日生活时间表。 如农

村幼儿居住地离幼儿园比较远，夏季入园时间可以定为上午

９点，离园时间定为下午４点；冬季入园时间可以定为上午

９点半，离园时间定为下午３点半。 农村小规模幼儿园有很

多户外活动空间，且户外游戏活动对于混龄幼儿的成长有

益。 因此，一日生活安排时可以安排更多户外游戏活动时

间。 农村素来有春播种、夏耕耘、秋收获、冬储藏的习俗，

幼儿园在制定一日生活时间表时可以在春夏秋冬的固定时间

段安排亲子户外活动，组织幼儿到田地里体验播种、耕耘、

收获和储藏等。

(二)重视一日生活常规管理

笔者在田野调查时观察到农村小规模幼儿园混龄班缺少

一日生活常规管理。 幼儿到园后可以未经教师允许随意地

离开活动室，幼儿如厕不排队、不洗手，进餐时不排队，餐

具随意摆放，午睡结束不叠被子，玩过的玩具不放回原处

等。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一日生活常规管理不仅是

各种活动的保证，还有助于幼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农

村小规模幼儿园混龄教育应当重视一日生活常规管理。 一

日生活常规是幼儿在幼儿园生活环节中应遵循的基本行为规

则。 混龄班一日生活常规管理主要包括一日生活常规的目

的、内容、制定、实施和评价。 教师应该明确一日生活常

规管理目的，和幼儿相互配合，从幼儿入园、盥洗、如厕、

喝水、进餐、午睡、自由活动、离园等环节制定一日生活常

规管理的内容，并通过实践，最后形成书面的一日生活常规

管理制度。 制度形成之后，教师运用言语指示、动作指

示、音乐指示、图表提示等方式，引导幼儿学习一日生活常

规管理的内容，再通过榜样示范、讲道理、引导、商讨、反

省等方法进行经验建构，必要时通过口头表扬、物质奖励、

批评指导等方式对幼儿的行为进行引导。 待一日生活常规

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幼儿园、教师和家长都需要根据幼儿对

常规的遵守和认同情况进行科学地评析，及时对制度中不合

理的内容进行调整，从而完善一日生活常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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