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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对于“走班制”的研究大多选取中小学以及大学为研究对象,对幼儿园鲜有提及。而对于幼儿教育来看,想要建立走班制度,

就需要从兴趣的角度出发,结合幼儿所感兴趣的形式,展开相应的班级内容设置和班级授课。这样一来,才能够吸引幼儿每节课都到不同的班级

中学习不同的内容,从而落实走班制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以此来促进幼儿的成长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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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谓的走班制,实际上就是指不采用出奥唐纳过的固定教室和教师上

课的方式,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学习知识和兴趣,从而选择自己想要去的班

级展开相应的学习轰动,以此来实现孩子自己的发展。而对于不同的班级

来说,其无论是在教授的内容上,还是在教学知识的层次上,都应该有所区

别,以此来适应不同的孩子的需求。从我国的学校教育教学设定上看,走班

制这种形式,更多是存在于大学,除此之外,有少数的中小学也在尝试应用

走班制的形式。然而对于幼儿教育来说,却很少采用走班制这种方式进行

相应的教育教学活动。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教育现状,是因为很多教育专

家认为幼儿的年纪毕竟太小,不容易正确对待自己的兴趣,也无法做出有

效的课程学习选择。因此,在幼儿教育中,基本上都是以固定的班级为单位

展开相应的授课活动。然而在笔者看来,对于幼儿来说,更应该采用走班制

的教学形式。幼儿年龄虽然小,但是学习知识却比较快,并且幼儿这个阶段,

对于事物有比较强烈的好奇心,对于不同的课程知识和事物都愿意进行尝

试,形成偏科的几率也比较小。所以通过走班制的方式,能够让幼儿在小的

时候,形成知识上的广泛涉猎,为日后的进一步知识学习和幼儿自己能力

的发展。 

1 走班制的意义 

走班制的出现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国的走班制实践也得到了一

定展现。而相应的走班制实践应用中,能够看出其对于孩子的成长与发展

过程中的作用。所以对于幼儿教育来说,想要落实走班制,需要对走班制在

幼儿教育中的意义展开探索,从而才能够在后续的实践探究中,形成一定

的理论基础,推进相应的实践探究。而对于走班制在幼儿教育中的意义,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待。 

1.1有利于促进幼儿的个性化发展 

在幼儿教育中,落实走班制能够促进幼儿的个性化发展。在现在的学

校教育中,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教育都十分重视孩子的个性化体现。毕竟对

于不同的孩子来说,他们之间性格不同,所喜欢的事物不同,对知识的接受

能力不同,自然也就会形成的不同的个性。因此,在对孩子进行教育的过程

中,需要尊重他们的个性,并针对其个性进行正确的引导,从而让孩子将自

己的个性变成长处,为日后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一技之长。而对于个性化培

养与发展,它并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形成的,而是需要长时间的引导与教育,

从而让孩子形成一定的意识,以此来实现自身。因此在幼儿阶段,就需要让

幼儿对自己所喜欢的事物形成初步的感受,虽然说幼儿喜欢的事情可能有

很多,但是通过慢慢地学习与感悟,自然能够选出其中自己最感兴趣,以此

来推动幼儿个性化的发展。 

1.2有利于丰富幼儿教学 

幼儿教师在对幼儿进行教育的过程中,通过结合走班制,有利于丰富

幼儿的教学。在固定的班级教学中,给幼儿授课的教师基本上也是固定的。

而教师的教学风格和方式在短期不会进行大幅度的改变。这样一来,幼儿

在学习的时候,容易形成一定的审美疲劳,不利于幼儿保持高效的学习态

度和热情。但是通过走班制的方式,便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通过走班

制的应用,幼儿能够接触到不同的教师,享受不同教师的教学风格,从而让

幼儿形成对于课程知识学习的兴趣,以此来促进幼儿知识的吸收。除此之

外,对于走班制来说,幼儿可以选择教授不同知识的教室,并进行课程知识

的学习,实际上也是丰富了幼儿的知识基础,促进幼儿视野上的开阔,有助

于幼儿后续的课程知识学习。 

1.3有利于提高幼儿的与人交往能力 

在幼儿教育中落实走班制,能够提高幼儿与人交往的能力。对于我

国的幼儿教育来说,不仅要求幼儿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让幼儿形成一

定的知识基础,而且还要求幼儿教师咋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要让幼儿形

成基本的生活能力和交流交往能力。对幼儿来说,在没有正式进入幼儿

园学习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与家庭成员进行相应的交流,其与人交往的

能力相对较弱。而传统固定班级教学方式,虽然能够让幼儿与班级上的

同学进行交流,提高幼儿与人交往的能力,但是其作用效果没有走班制

明显。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固定班级的同学之间长久相处就行熟人,交

往起来自然没有什么挑战性。而对于走班制来说,每天甚至是每节课的

同学都不一样,从而更加能够锻炼幼儿与人交往的能力,推动幼儿的成

长与发展。 

2 走班制的不足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会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对于走班制这一教

学制度来说,其既然有着一定的作用,自然也会有相应的不足。对于现在的

很多学校来说,在应用的走班制的时候,都是以孩子为主体,尊重孩子的选

择意愿,没有任何的强制性要求。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两种问题,第一有些课

堂上课孩子的人数非常多,而有些课堂上课人数则寥寥无几。第二则是有

些孩子会出现不选择任何一节课程学习的情况,其理由是觉得教师所开设 

好实验设计以及学生学习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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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都不是自己感兴趣的。面对这样的问题,走班制的教学效果就会大

打折扣,同时也不利于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的整体管理与管控。所以在幼

儿教育中,幼儿教师在展开走班制实践的时候,需要认真考虑这一不足之

处,并选择合适进行解决,从而才能够真正发挥走班制的作用,实现幼儿的

发展。 

3 以兴趣为核心的走班制的探索 

在明确了走班制的内容之后,接下来幼儿教师便需要正式着手展开走

班制的实践探索。针对上述所提到的走班制应用中的不足,笔者认为可以

形成以兴趣为核心,展开相应的走班制实践。其具体的内涵和实践方式们

可以从以下四点来展开讨论。 

3.1针对幼儿展开调查 

首先,在幼儿教育中,幼儿教师为了更好的落实和推进走班制,便需要

针对幼儿展开调查,从而明确幼儿对于课程的喜欢方向,以此来展开相应

的课程设置会才更加的准确,既能够保障课程上课的人数,又能够促进幼

儿的发展。为了切实做到这一点,幼儿教师可以将相应的课程名称进行罗

列,让幼儿进行投票表决选择出自己所喜欢的课程。教师在综合幼儿自身

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从而再整合幼儿感兴趣的课程,展开相应的走班制课

程设置,以此来推动走班制在幼儿教育中的有效开展。 

3.2从幼儿的动手能力培养出发 

其次,在幼儿教育中,幼儿教师还可以从幼儿的动手能力培养出发,展

开相应的走班制课程设计。对于幼儿教学来说,其中动手能力是需要在幼

儿阶段形成。而且对于幼儿本身来说,他们自己也喜欢自己动手展开相应

的活动。所以幼儿教师可以从动手能力的培养出发展开相应的走班制教学

设计。具体来说,教师可以根据不同年级的幼儿,设置不同的课程。小班的

幼儿,教师可以从色彩运用入手,让幼儿尝试用不同的色彩在白色纸上画

画,以此来推动幼儿的动手能力发展。而对于中班的幼儿来说,教师可以让

幼儿尝试自己动手制作小物品,从而来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对于大班幼

儿来说,便可以让幼儿利用身边常见的事物,自己进行创意动手。这样一来,

便能够形成丰富的走班制课程,让幼儿根据自身的年龄和能力进行选择,

从而来促进幼儿的发展。 

3.3从幼儿的生活自理能力培养出发 

再者,幼儿教师在落实走班制的时候,还可以从幼儿的生后自理能力

的出发,实现对幼儿的教育。幼儿教育作为幼儿的第一课,自然需要让幼儿

形成基本的生活能力,而其中生活自理能力便是之一。对于生活自理能力

来说,教师可以通过走班制的方式,展开不同的生活自理能力培养。具体来

说,教师可以采用游戏的方式,针对幼儿的吃饭问题,便可以采用过家家的

游戏,让幼儿懂得自己吃饭的重要性。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幼儿生活能力

的发展,并落实走班制的应用。 

3.4从幼儿的知识学习角度出发 

最后,幼儿教师还可以从幼儿知识学习的角度出发,在幼儿教育中落

实走班制教学。对于幼儿来说,知识学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对幼儿教

学的时候需要从幼儿的兴趣出发,展开相应的教学工作,从而才能够推进

走班制教学工作的落实。具体来说,在对幼儿进行唐诗教学的时候,教师可

以采用唱歌的方式来教学。而不同的幼儿可以根据所感兴趣的歌曲音调,

从而去学习不同的诗歌内容。或者是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从而选择相应

的教室进行学习。 

4 结语 

总而言之,一切新型的教育模式都是由不成熟慢慢走向成熟,走班制

教学也是如此。本研究致力于确保每个幼儿都接受到最专业的知识,从而

促进幼儿的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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