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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幼稚園為提高教育教學水

準都在進行課程的改革。幼稚園課程改革

的目的是幫助幼兒獲得更有意義的學習經

驗，但幼兒的學習經驗不是固定不變的，

而是在發展着、生長着的，所以幼稚園的

課程也應該是生長着的。“幼稚園課程改

革就是要根據學校的發展，教師狀況以及

教育資源的實際情況進行建構和發展，在

活動過程中生成符合幼兒需要的有價值的

課程。”因此，幼稚園在為幼兒提供有計

劃、有目的學習內容的基礎上，還需要教

師精心發現和創造，去關注幼兒的學習需

求，激發兒童獲得適宜的問題和挑戰，獲

得解決問題的機會並在自己努力中獲得相

應的新經驗，不斷豐富兒童發展的空間和

可能。

澳門中華總商會附設青洲中學（以下

簡稱青洲幼稚園）已經有七十多年的建校

歷史，在幼稚園課程改革中一直探索如何

讓幼兒“學得更好”，培養幼兒的學習品

質和綜合能力。藝術視覺活動是青洲幼稚

園探索多年的教研課題，教師們在美術教

學方面積纍了豐富的經驗，孩子們的美術

創作能力也很強。在圍繞《海底大世界》

主題課程設計中，為支持和充分滿足幼兒

學習的需要，大膽進行了三個嘗試：

一、專案式課程的探索

專案式課程是圍繞孩子們喜歡的一

個活動進行的積極探索，並圍繞這一主題

提出問題，積極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學

會在專案中合作、探索、解決問題。《海

底大世界》是根據孩子們的興趣逐漸發起

《海底大世界》課程設計與實踐《海底大世界》課程設計與實踐
文．圖｜張麗娟		黃麗華		馬雯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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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師追隨幼兒的興趣和需求，逐步生

成和拓展符合幼兒需要的一系列活動來滿

足孩子們探究、表達和發展的樂趣。

1. 探索“以學定教”

活動設計由《達達河》主題的水資源

學習延伸，教師發現幼兒對海底世界表現

出濃厚的興趣，在閱讀角中借助經典繪本

《小黑魚》，為孩子們打開了發現美麗的

海底世界的一扇窗，給予了孩子們無限的

想像空間。幼兒是以具體形象思維為主，

以獲取直接經驗為主要的學習方式，教師

為了更直觀地建立幼兒與海底世界相聯繫	

的認知，於是組織了實地參觀美高梅水族

館的活動，並通過參觀後的師幼訪談活

動，引發幼兒討論：魚的種類和特徵，魚

吃甚麼，海底還有哪些生物，珊瑚的形態

和顏色，潛水員為甚麼能進入到海底，認

識潛水器等一系列感興趣的問題，教師將

幼兒提出的一個個問題聯結起來，進行結

構化的整合和提升，逐步形成了新的課程

內容，拓展和豐富孩子們的經驗及知識。

這是由幼兒驅動的、以幼兒興趣和問題為

實施基礎的探究活動，突破了傳統教學中

完全預設“教師講、幼兒聽”為主的模

式，滿足和支持了幼兒學習的需要。

2. 課程的預設和生成

我們看到，在這項嘗試中，教學活動

的重點不是教師準備講甚麽，而是應該為

兒童創設怎樣的環境和條件，準備讓兒童

做甚麽，獲得怎樣的經驗。因此教師在制

定教學計劃的同時，不僅僅局限在結合教

材的教育主題“教甚麼”，而是為孩子們

留下自主探索而生成課程的機會，滿足孩

子們探索和發展的需要“學甚麼”，尋求

能讓兒童感受到美好生活、美好世界的有

機聯繫的生成課程，和主題預設課程之間

相互滲透，根據實際把課程逐步轉化為適

合幼稚園、適合自己班級的課程，《海底

大世界》綜合藝術活動就是幼兒在充分感

受與探索的基礎上，生成的藝術表現與創

造的作品呈現的過程，發展了幼兒深度學

習和探究的能力。

二、挖掘繪本中蘊含的藝術元素

《海底大世界》是尋找兒童繪本與美

術教學的最佳融合點的一次探索活動。教

學實施中，孩子們通過教師精心營造的繪

本情境，激發幼兒的興趣和想像力，利用

版畫、拓印、剪紙、拼貼等多種美術技法

結合的表現手法，用小組合作的形式展示

他們眼中多姿多彩的海底世界，促進合作

能力和社會性的發展。

主要經歷了三個教學階段：

初步探索階段——認識魚類和海底生

物的相關知識，觀

察、講、畫、剪等

多種表達，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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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前期的經驗鋪

墊。

深度探索階段——進行主題相關的表

現，創作拓展工

具、材料、增加元

素。深化孩子們的

認知，小組合作版

畫拓印《海底大世

界》。

創意連結階段——分享創作的樂趣，

用語言表達作品創

意，抒發情緒情

感，快樂遊戲體驗

等，實現藝術活動

在寬度和深度上的

拓展。

每一個階段都需要發揮教師的支架策

略和能力，關注幼兒的感受與體驗，鼓勵

幼兒互相欣賞和比較，在教師層層遞進的

逐步引導中，豐富幼兒的觀察能力和感知

體驗能力，為幼兒的藝術創作注入源源的

動力，這是支持幼兒探索的基本條件。

三、培養幼兒的核心素養

藝術教學的主要目標是發展幼兒的核

心素養。在教學中，教師關注的不只是讓

美術教學停留在“美術作品看上去很美”

的層面，而是更注重幼兒感受美和表現美

的情趣培養，提供了豐富適宜的工具材料

支持，自由的心理環境支持，以及遊戲時

間和空間的保障，讓幼兒在愉快的遊戲體

驗中，進行多種藝術創作技能技法的自主

探索、在有序的分工與合作的配合表達

中，促進了幼兒語言表達力、觀察力、

想像力和創造力、社會性能力、動作技能

（大肌肉動作和精細動作）的綜合發展，

激發幼兒將藝術學習興趣轉化為情感態

度，為藝術素養、綜合素質、創新實踐能

力奠定良好的基礎。

可以說，促進和支持幼兒的課程生長

的過程，也是引發教師思維能力發展和教

學方法改變的過程，必然會帶來兒童觀、

課程觀和教育觀的轉變。這需要教師具備

相應的生活經驗、課程意識和發展意識，

需要教師看到教育的線索和可能，給予幼

兒更多的機會和挑戰，希望這種課程的拓

展為澳門的幼教同行帶來一種新的教學思

考。

大班綜合藝術活動《海底大世界》大班綜合藝術活動《海底大世界》

設計思路：

此課節是由澳門本地幼稚園高班教

材主題之一，名為《達達河》主題的水資

源學習進程延伸而來。過程中，學生對於

海底世界表現濃厚的興趣，他們對那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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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命活力和神秘色彩的海底世界充滿嚮

往，興致高昂地在閱讀角中，一邊閱讀一

邊向旁人介紹深藍色的海水裏生長着何種

花紋漂亮、形態各異的魚類等等。為了直

觀地豐富學生的海底世界認識，組織了學

生前往參觀水族館以及介紹經典繪本《小

黑魚》，其中果凍般舞動的水母，樹枝模

樣的珊瑚，森林般的帶狀水草等海底美景都

一一感染了學生們的創作興趣，他們總是在

不自覺地分享他們希望的海底世界，於是乎

便延伸了學生感興趣的各種活動，並有了讓

他們合作創作海底大世界的構想。

本課節是系列活動中的一次藝術探索

活動，學生將結合自身的經驗，發揮潛能

和想像力，通過綜合藝術形式來展示他們

眼中多姿多彩的海底世界。

活動準備：

知識經驗準備：繪本《小黑魚》；參

觀水族館；有基本的

版畫、線描畫、剪

貼、拓印等製作、創

作能力。

物質材料準備：筆、珍珠板、版畫顏

料、藍色圖畫紙、彩

麗皮、圖畫紙、海棉

印、水彩、滾輪、結

合繪本延伸之海底背

景課件ppt。

活動過程：

一、談話活動，興趣引入

情景：小黑魚和小紅魚們一起在海底

繼續遊歷欣賞，牠們在清涼的早晨

遊，在明媚的中午遊，一路上認識很

多新夥伴，看到很多美麗的景色，但

是這一處的海底世界卻有所不同。

幼兒欣賞作品，分享交流創作的樂趣

教師引導幼兒討論方法，探索創作實踐

幼兒參觀美高梅水族館實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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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小朋友們你們看看我是誰？我是

你們最愛的小黑魚！現在小黑魚想邀

請更多小紅魚到美麗的海底世界遊

玩，你們願意做我的小紅魚夥伴嗎？

我們一起探險玩耍，創作心中最美麗

的海底大世界。

老師播放幼兒早前參觀水族館花絮，

引起學生興趣。與學生一同討論心中

的海底世界模樣。

二、討論方法，探索創作

1. 邀請幼兒討論創作方法，提出

合作操作要求：

使用鉛筆加深畫面背景中海洋

生物的紋理；

固定前期設計的魚兒小夥伴於

版畫上；

合作塗刷油墨，注意清潔衛

生；

合作擺放紙張，上下對齊擺

放；

壓印時，一邊按壓雪糕棒，一

邊使用馬蓮；

合作揭紙：兩人一同從頭揭

開，另一名學生固定尾部；

完成後，合作將作品掛在海洋

迷宮中。

2. 幼兒分組討論

指導要點：老師從旁指導，

引導幼兒以小組為單位，確

幼兒小組合作大膽創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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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組長及分工，交流創作內

容。

三、創意實踐，個別指導

教師在幼兒活動過程中，鼓勵幼兒大

膽創作，小組彼此之間保持合作。

鼓勵能力強的學生，在創作個體

對象時（如魚），多注意點、

線、面，組合時畫面的佈局和

多樣；

支持個別學生，大膽作畫，根

據小組討論之內容豐富和裝飾

畫面。

四、欣賞展示，分享交流

請完成後的小組懸掛畫作，鼓勵幼兒

自由分享其創作的海底大世界；

在遊戲中一同遊覽海底世界，欣賞他

人作品。

師：最吸引你的是哪一部分呢？

（引導幼兒從刻畫有力，塗

色均勻、畫面飽滿、創意想

像等方面評價作品）

五、 活動拓展，區角延伸

小黑魚情景故事遊戲拓展：搭建海底

迷宮等。

張麗娟
河北省承德市第一幼稚園副園長，

2021/2022 學年任職於教育及青年展

局，派駐澳門中華總商會附設青洲中

學做教學交流工作

黃麗華
澳門中華總商會附設青洲中學主任

馬雯靜
澳門中華總商會附設青洲中學教師

張捷校長與幼兒及創作作品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