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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幼儿园教师导读》

内容概要

《农村幼儿园教师导读》从农村幼儿园教师面临的工作现状和需要出发，以进一步贯彻落实《幼儿园
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为重点，以引领农村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为目标，寓科学性、系统性、实用
性为一体。内容包括：第一章从幼儿、教师、幼儿园三个维度简要阐述农村幼儿园教育的特点；第二
章以感性而朴实的教育案例、随笔与农村幼儿园教师分享学前教育阶段重要的儿童观和教育观；第三
章和第四章以规范有序、质量效益为价值取向，介绍幼儿园一日活动、保育工作、环境创设、游戏活
动、习惯培养、活动策划、家长工作、工作计划、观察与学习等内容及要点，涵盖教师日常工作的方
方面面；第五章呈现了18个主题下诸多富有农村自然、社会、人文资源特色的教育活动设计，以供教
师举一反三、参考使用；第六章强调幼儿园安全工作的重要性，介绍幼儿园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及典
型案例分析。《农村幼儿园教师导读》可作农村幼儿园教师专业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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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明远，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江苏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20世纪80年代初毕
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历任江苏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副处长，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幼
儿师范学校党总支书记、副校长，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幼儿教育与特殊教育研究所所长，江苏省教
师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江苏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主任。社会与学术兼职有：江苏省教育学会教
师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初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教师教育学会幼儿教
师教育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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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农村幼儿园教育  引言  第一节  了解农村幼儿    一、农村幼儿家庭教养方式的类型    二、农村幼
儿的发展需要    三、农村幼儿的发展特点    研修提示  第二节  走近农村幼儿教师    一、农村幼儿教师的
工作角色    二、农村幼儿教师的工作特点    三、农村幼儿教师的工作规范    研修提示  第三节  走进农村
幼儿园    一、农村幼儿园的地域特点    二、农村幼儿园的文化特点    三、农村幼儿园的个性化发展    研
修提示第二章  和农村孩子交朋友  引言  第一节  孩子的需要与权利    让每一棵小草都绽放生命的光彩    
表扬的技巧    宽容是金    多一些选择的机会    研修提示  第二节  孩子大不同    每个孩子都很棒    男孩和
女孩    教育需要等待    研修提示  第三节  小芽天天长    每天都有新发现    “放大”与“缩小”    “错”
的契机    让孩子的成长看得见    研修提示  第四节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宝贝，听自己的    松开您呵护
的手    “火”来“水”淹    “秘密”的守护者    研修提示第三章  关注教育的寻常时刻  引言  第一节  忙
碌充实的一天    一、温馨的来园时光    二、轻松的生活时光    三、愉悦的学习时光    四、快乐的游戏时
光    五、和谐的离园时光    研修提示  第二节  精心呵护每一刻    一、一日保育工作要点    二、安全与自
我保护教育    三、常见安全事故的预防和处理    研修提示  第三节  环境创设窍门多    一、生动的主题墙
   二、丰富的活动区    三、鲜活的自然角    四、利于互动的家长园地    五、充分利用的公共环境    研修
提示  第四节  和孩子玩在一起    一、幼儿园规则游戏的类型与组织策略    二、幼儿自主游戏活动的内
容与来源    三、幼儿自主游戏活动的组织与指导    四、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间游戏    研修提示  第五
节  养成人生好习惯    一、生活中的习惯培养    二、学习中的习惯培养    三、交往中的习惯培养    四、
公共规则意识的培养    研修提示  第六节  在活动中经历与成长    一、外出活动    二、节庆活动    三、特
色活动    四、特殊事件    五、幼小衔接活动    六、跨班活动    研修提示第四章  为了共同的追求  引言  
第一节  家园共育促成长    一、家园共育的意义与原则    二、有效沟通的方法与策略    三、家庭教育指
导案例分析    研修提示  第二节  规划好自己的工作    一、工作巧安排    二、班级工作计划的制订与解读
   三、主题活动计划的制订与解读    四、周工作计划的制订与解读    五、半日工作计划的制订与解读    
研修提示  第三节  做个有心的观察者    一、每天观察益处多    二、生活活动中的观察    三、教学活动中
的观察    四、游戏活动中的观察    研修提示  第四节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一、和书交朋友    二、上网
“冲冲浪”    三、找个人聊聊    四、融人园本教研    研修提示第五章  农村幼儿园主题活动资源库  引言
 第一节  自然类主题活动    蔬菜小精灵（小班）    有趣的沙子（小班）    我和蚕宝宝有个约会（中班） 
  豆豆总动员（大班）    一起忙秋收（大班）    花漫朝霞（大班）    泥巴玩玩乐（混合）    研修提示  第
二节  社会类主题活动    小鬼当家（中班）    庆“六一”蔬果创意秀（中班）    庆“六一”绿色环保秀
（大班）    快乐小足球（大班）    我们居住的地方（大班）    绿色小兵（大班）    研修提示  第三节  人
文类主题活动    家乡的鸿山（中班）    十二生肖迎新年（大班）    我们只有一个太湖（大班）    吴地童
谣（大班）    青白团子三种馅（大班）    研修提示第六章  农村幼儿园安全工作  引言  第一节  必须高度
重视幼儿园安全工作    一、幼儿园安全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    二、幼儿园安全工作的内容与要
求    三、落实幼儿园安全工作的途径和方法    研修提示  第二节  幼儿园安全突发事件的应对    一、安全
事故的预防与应对    二、自然灾害的预防与应对    三、农村幼儿园常见的安全隐患与应急预案    研修
提示  第三节  幼儿园安全工作典型案例分析    一、幼儿园活动伤害事故案例分析    二、幼儿园饮食卫
生事故案例分析    三、幼儿园交通安全事故案例分析    四、幼儿园周边安全事故案例分析    研修提示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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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户外锻炼　　在开展户外活动前，教师要检查活动场地和活动器材是否完好，如发现安全隐患
要及时排除；还要检查幼儿的衣服、鞋子是否合适，宽松的衣服最好束在裤子里，纽扣要扣齐，袖口
、裤管不能太长，鞋带要系紧。活动中，要按照活动要求向幼儿讲明安全注意事项，如在玩攀登架时
，提醒幼儿双手抓紧架子，两脚交替往上爬，并注意观察四周情况，以免相互碰撞；玩滑梯时，双手
应扶住边缘两侧从上往下滑，滑下后立即离去，决不能头向下倒着滑滑梯；游戏时，如果不慎摔倒要
尽量双手撑地，避免头朝地；玩“秋千”等动荡的器械时，双手应抓紧绳索，如作为观众则要保持距
离，以免碰伤⋯⋯对一些体育活动课程，教师还要加强活动过程中的安全保护措施，设置防护设备，
保证足够的保教人员在场边，让幼儿在教师的视线之内活动；对体弱和生病的幼儿，要避免剧烈运动
，及时提醒休息，运动量适中。运动后，要带幼儿做些缓慢且放松的整理活动，如慢跑、慢走、徒手
操等，也可以按摩运动剧烈的身体部位，帮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等等，并提醒幼儿喝水，补充水分。
　　3.午睡看护　　保教人员要特别关注幼儿的午睡情况。从睡前、睡中、睡后三个环节着手抓安全
。睡前，要检查幼儿身上有无不安全物品，如有要及时拿走；幼儿躺下后，要观察孩子们的被子，若
有来回掀动的，可能是幼儿不适，或是幼儿躲在被子里玩没被发现的小玩具，要及时查看，以免发生
误吞等危险；对平时不易入睡的幼儿很快入睡了，或平时很快人睡的幼儿忽然睡不着了，要留意其身
体是否不适。睡中，要检查幼儿的睡姿，如有的幼儿把被子蒙在头上睡，容易造成呼吸不畅，可能导
致窒息的危险；期间还要不间断的观察每个孩子，呼吸是否均匀，有无异常，如发现出大汗或呼吸不
均匀的、脸色发黄或特红的，要立刻叫醒孩子，询问有无不适，并及时对症处理；还应该特别观察个
别特殊幼儿，如有疾病史的幼儿、正在服药的幼儿，是否有异常。起床后仍要观察每个幼儿，正常睡
醒的幼儿，脸色红润有精神，而无精打采、脸色不好的幼儿，有可能是不舒服，要及时询问；对已穿
好衣服的幼儿，要提醒其安静等候其他小朋友，不能打闹追逐，以免引发磕破碰伤等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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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了此书，才发现作者真有才，对农村幼儿了解得太深了，比我们做农村幼儿教育的人还懂农村
幼儿，我们幼儿教师真的需要看看这本书，武装自己的头脑，学习了解幼儿、教育幼儿的本事！
2、纸张软、内容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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