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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园在进行幼儿园课程改革过程中 ,以幼儿社
会领域教育为突破口 ,对其课程目标进行了认真的
探索与研究 ,为教育活动的顺利实施排除障碍 ,为
切实提高教育活动的实效提供了可靠保证 ,有力地
推进了幼儿社会化的进程。我们在制定具体目标
时 ,主要注意了以下几方面。

11 目标的整体系统性。
起初 ,有些教师认为幼儿社会领域教育是从常

识中派生出来的社会常识 ,或者不过是将品德教育
正式定为品德课程 ,因此在制定教育活动目标时往
往偏重于社会认知与品德行为的培养。如 :将“参
观百货商店”的教育目标定为“使幼儿知道百货商
店里的物品种类及名称 ,了解几种主要商品的用
途”。这个教育活动目标重视了社会认知的教育 ,

却忽略了社会情感和行为技能的培养。通过认真
的学习与讨论 ,教师们明确了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整
体教育目标 ,认识到幼儿情感 ———社会性发展主要
包括幼儿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及社会行为技能的发
展三个方面。三者不可偏废 ,缺一不可。因此 ,在
制定教育活动目标时 ,以社会教育总目标为依据 ,

将幼儿情感培养与行为技能的培养作为关键目标 ,

全盘兼顾 ,如“参观百货商店”除了认知发展目标
外 ,又增添了“通过观察营业员热情的态度与忙碌
的动作 ,体会其工作的辛苦”“通过调查采访营业员
的谈话以及集体讨论懂得劳动的光荣”———实现情
感发展目标 ,“通过游戏 ,学习营业员及顾客的交往
策略”———实现发展行为技能的目标。

21 目标的针对性。
我园地处苏北县级集镇 ,受本地社会环境与经

济发展的影响 ,幼儿社会性发展水平相对于大城市
来说有一定的距离 ,同时 ,由于受各班级教育因素
的影响 ,各班幼儿社会性发展水平不一。我们知道
只有参照幼儿社会性发展水平目标 ,确定稍高于本
班幼儿已有水平的目标等级作为该班的学期目标 ,

让幼儿“跳一跳 ,摘果子”,这样才能激发幼儿参与
活动的愿望 ,真正促进幼儿社会性的发展。因此 ,

我们发动教师对本班幼儿社会性发展现状进行深

入细致的观察了解、调查研究 ,从实际出发 ,制定出
适合本班幼儿发展水平的活动目标。如中 (一) 班
从小班开始研究培养幼儿的分享能力 ,通过一年的
教育该班幼儿的分享水平及一些交往策略明显高
于平行班级 ,但对社会环境的认识略滞。为了使教
育目标更加有效 ,该班适当提高了幼儿谦让、助人、
合作等社会行为技能要求 ,稍稍降低了对社会环境
认知的等级要求 ,同时适当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促
进幼儿社会认知水平的提高 ,从而使幼儿的社会性
在新的水平上达到和谐发展。

31 目标的可变性。
制定的目标并非一成不变 ,它必须随着社会环

境的改变以及儿童的个性差异发生相应的变化。
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发展 ,人们的某些观念
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并且这种变化通过各种途径
影响幼儿 ,有些影响对幼儿可能是健康有利的 ,但
有些影响可能是消极有害的。我们幼儿园不应袖
手旁观 ,听之任之 ,必须针对这一现实作出教育目
标上的调整。如“下岗”已成为目前的热点问题 ,经
过调查 ,我园不少幼儿家长也相继成为下岗工人 ,

由于家长情绪上的激烈反应 ,孩子在心理上也受到
不同程度的冲击 ,一些本来活蹦乱跳的孩子变得郁
郁寡欢 ,有的时常暗自垂泪 ,有的突然产生攻击性
行为。如何面对“下岗”这一不可回避的问题 ? 我
们在大班设计了一次专门的教育活动。目标是 : ①
培养孩子初步懂得父母工作的艰辛 ,教育幼儿学会
体谅长辈和关心别人。②让幼儿从小树立只要辛
勤劳动 ,就能过上好日子的人生信念和乐观态度。
我们邀请全体家长参加了这次活动 ,从家长热烈的
掌声以及激动的表情中 ,我们知道这次活动的受益
者不仅是我们的教育对象 ———幼儿。不久 ,家长们
纷纷反映 ,孩子现在再也不要求大人买好吃的东
西、好玩的玩具以及漂亮的衣服了 ,有不少孩子由
以前的任性、自私、懒惰、不逗人爱变成主动关心父
母并学做力所能及的家务的乖孩子了。

目标的可变性还表现在不同儿童的目标水平
的浮动性。每个幼儿由于遗传因素、生活环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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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其社会性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 ,因此对其达到
目标的层次也应区别对待。如培养幼儿的友爱精
神 ,对于攻击性行为极强的小朋友来说 ,要求他学
会控制自己的行为 ,能和同伴友好地游戏就够了 ;

而对一个极受大家欢迎的孩子 ,对他的要求就应是
掌握一定的助人策略 ,把原目标适当提高一个层
次。这样因人而异 ,区别对待 ,确定不同层次的目
标 ,将更有利于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41 目标的具体操作性。
教育目标定得大而空 ,在活动实施中无从下

手 ,在每个环节中也无从体现 ,这是我们经常遇到
的问题。在科研实践中 ,我们发现采用“分饼法”或
“宝塔法”是解决这类问题比较好的两种办法。所
谓“分饼法”是指将大目标分成几个小目标 ,分别安
排在几个平行活动里。如大班“让幼儿了解周围主
要的社会机构、社区设施及其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

激发幼儿初步的热爱劳动者热爱家乡的情感”,我
们把这一目标分解成 :参观居委会、派出所 ———了
解居委会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们的工作内容 ,教
育幼儿遵守公共规范 ;参观电信局 ———了解电信局
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 ,激发幼儿对科学的兴趣 ;参
观“苏中制药厂”———让幼儿了解制药的基本程序 ,

体会药厂工人的辛苦等等。通过几个平行目标的
实现 ,让幼儿对家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通过多次
情感体验 ,从而激发幼儿爱劳动者、爱家乡的情感。
所谓“宝塔法”是将大目标分成几个小等级 ,经过几
个月的教育 ,让幼儿循序渐进 ,每月上一个“小台
阶”,最后提高一级水平。如 :发展中班幼儿交往能
力 ,可分解为 : ①让幼儿懂得当主人或客人的礼节 ,

会使用准确的礼貌用语 ,愉快主动地与成人或同伴
交谈。②自己有了困难实在无法解决 ,可向成人或
同伴求助 ,知道别人遇到困难时要主动地去关心帮
助他。③通过培养幼儿的分享、谦让等利他行为 ,

教给幼儿一些交往原则 ,让幼儿学会自己解决交往
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 ,提高交往质量等等。活
动目标制定得越具体 ,就越有利于实施过程中将目
标再解剖成几个层次 ,层层深入 ,使幼儿顺利地达
到活动目标。

51 目标的指向性。
目标的指向性表现在课程的具体实施过程的

任何一个环节。
首先 ,表现在专门的社会领域教育活动中的目

标指向。以前一些教师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目
标的指向性不强 ,极易向语言和科学目标上滑坡。
在活动实施过程中如果是以故事导入 ,重点目标则
在理解故事情节与内容上 ;以儿歌导入 ,则变成了

幼儿学念儿歌。经过探索 ,我们在专门教学活动中
从内容的选择、教具的准备、方法手段的运用 ,一切
都围绕目标进行。如 :“小公鸡历险记”,为了教育
幼儿遇到危险学会机智勇敢地与坏人周旋 ,以保存
自己的生命 ,我们将故事内容改成小公鸡在遇到危
险后 ,自己动脑筋 ,想办法 ,最后终于脱险 ,采用续
编故事的方法 ,让幼儿帮助小公鸡想办法 ,同时联
系生活实际 ,谈谈如果你遇到坏人怎么办 ? 在创造
性实施活动的过程中增强了目标的指向性。

其次 ,表现在其他领域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我
园的课程模式是以幼儿社会性发展为主线的单元
主题教育。我们从人际关系、社会环境、社会规范、
社会文化这四大板块入手寻找内容间的相互联系 ,
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社会领域教育内容得以整合
和协调的有关联系内核 ,并以内核为基点 ,形成相
关的主题或单元 ,对各主题或单元的目标进行分析
对照 ,最后确定有关教育活动。但由于单元主题教
育有其本身的局限 ,有时它的目标内容不一定正好
呈现与儿童的情感 ———社会性发展相一致的顺序 ,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我们把社会领域教育的目标内
容整合到幼儿园教育内容的整体体系中 ,进一步加
强了在其他活动中的渗透。如小班语言“小熊和小
狗”原故事内容为 :小熊不小心摔倒在地 ,它趴在地
上大哭起来 ,这时小狗看见了 ⋯⋯为了从小培养幼
儿勇敢、顽强的性格 ,我们将之改成 :小熊不小心摔
倒在地 ,虽然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 ,但他对自己说 :

“我不哭 ,因为我是一个勇敢的孩子 ,我要自己爬起
来。”可是由于他摔得太重了 ,怎么也爬不起来 ,这
时小狗看见了 ⋯⋯

目标的指向性更多地表现在幼儿的游戏活动
中。游戏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活动 ,无论哪一类游
戏都有社会化教育目标的体现。如结构游戏要求
幼儿认真细致 ,克服困难 ,团结协作 ;表演游戏要求
幼儿之间相互配合协调 ;智力游戏要求幼儿善于自
控 ,遵守规则 ,诚实操作等。在游戏活动中 ,我们应
注意加强观察 ,适当参与 ,科学实施教育影响 ,有目
的地引导幼儿开展游戏 ,在幼儿受到潜移默化的影
响中使社会领域教育目标得到顺利实现。

目标的指向性也表现在幼儿的日常生活的各
个环节。排队洗手这一简单的生活环节 ,其中也包
括了“遵守集体规则 ,学会解决问题的策略”这一社
会领域教育目标 ,洗手先排队 ,在大家都谦让的情
形下 ,应如何解决 ? 等等 ,我们平时注意抓住任何
一个教育契机 ,科学引导幼儿 ,帮助幼儿解决一个
个小问题 ,从点滴入手 ,有力地推动幼儿社会化进
程。

(作者单位 :225500 　江苏省姜堰市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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