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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出的职业素养
课程性质

职业认知与体验课程不仅是一门校
本课程， 同时也是一门促进学生人生发
展的专题教育课。 学校围绕 “智美 ”的办
学目标，以国家课程为核心 ，在原有校本
课程的基础上进行深度开发 。 从学科延
伸、人文拓展、科学探究、生活体验、社会
适应等 5 大类进行研发 ， 该课程便属于
其中的生活体验类 ， 让学生通过职业体
验，培养樱花园学生的职业意识和素养 ，
也为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观和将来理性
择业打下基础。

课程理念
誗重在观念与体验的认知， 而不在于

培养具体某种职业技能。
在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九年一贯制

学校开展职业体验课程 ， 并不是像职业
学校那样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 ， 获得某
种职业技能 ， 而是引导学生树立一种正
确的就业观念。

通过课程开发 ，力求实现 “四个一 ”，
让每个孩子参与一次职业模拟 ， 分享一
个职业故事，拥有一次职业实践 ，形成一
种职业愿景。

誗旨在丰富生活体验 ， 促进学生和
谐发展 。

该课程是根据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的要求， 借鉴国内外职业生涯规划
教育的实验成果和经验，引导学生全面、和
谐发展，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誗意在挖掘个人潜能， 搭建学校和社
会联系的桥梁。

该课程将学生现阶段的学习活动、未
来的职业选择与社会的发展需要紧密联系
起来， 在挖掘学生个人潜能和未来的职业
发展之间及早建立联系， 打开学校面向社
会课堂的大门，培养有利于学生终身发展

的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课程设计思路
誗职业认知与体验课程以 “使学生了

解现代职业， 拓宽认知视野， 开展职业体
验，丰富生活经验”为目标，分为小学职业
认知和中学职业体验两个学段， 每个学段
的课程包括传统职业和新兴职业两方面，
每个方面又包含若干种职业。

誗在小学职业认知阶段 ， 通过初步
的职业认知，满足学生的好奇心 ，培养学
生的兴趣，为学生提供了解社会的平台。

誗在初中职业体验阶段 ， 通过亲身
体验， 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工作情境之
中，把职业规划的权利交给学生 ，让学生
做自己的主人 ， 从而学会理性规划自己
未来的职业。

课程目标
誗在学校 “智美生命 ，和谐发展 ”办

学理念的引领下，进一步形成生活化 、实
践化的职业教育理念 。 鼓励学生客观自
信地进行自我评价 ， 并能够悦纳他人的
指责与批评。

誗在本门课程的学习中 ， 希望学生
以了解职业知识为基础 ， 以体验职业特
质为重点， 以开阔视野 、 发展素质为目
标，通过学习过程积累生活阅历 ，汲取精
神滋养。

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的总体结构 。 按照学生的

生理及心理发展特点 ， 职业认知与体验
课程分为小学和初中两个学段 ， 每个学
段都从传统职业和新兴职业两方面入
手。 小学认知阶段的每个职业都包括看
图说话和画龙点睛两个板块 ； 初中体验
阶段则包括身临其境、泛舟学海 、体验天
地和互动天空 4 个板块。

学段课程内容。 在小学阶段，把握本
课程的认知特征，以看图说话的形式 ，让
学生进行大胆联想 ， 从而感知并了解每
个职业的具体信息 ； 在初中阶段 ， 则以
“我想说”、“我想写”的形式，完成每个职
业的学习任务。

实施建议
职业认知与体验课程是一门注重

感知 、体验和创新的课程 。 在实施过程
中 ， 建议教师紧紧把握课程的总目标 ，
注重教学内容的基础性 、生活性 、趣味
性 、体验性 ，引导学生通过各种职业体
验 ，获得丰富的职业认知 、体验和精神
愉悦 ，并在愉悦的学习中健康成长 。

首先，教师要全面领会课程性质、理念
和各学段的课程内容， 将课程标准确立的
全新理念贯穿于教学的每个环节。 在教学
中，采取以体验教学为主导的教学方式，将
教学内容、 学习活动和相关职业的实际需
求结合起来， 激发学生对职业认知与体验
课程的兴趣。

第二， 教师要确定合理的职业认知与
体验课程的教学目标。 教师必须认识到，
职业体验课的核心是感知与体验能力、创
造与表现能力、 反思与评价能力。 任何教
学目标的设定都应以此为核心。

第三， 教师要恰当处理职业认知与体
验课程的相关教学材料。 教师要对现有的
教科书和相关材料进行有效、 深入的分析
和理解。 在参照教科书的基础上， 因地制
宜、灵活巧妙地设计课程；对于教科书上所
呈现的某些内容， 教师要根据学生需要加
以补充、调整和再组织。

最后， 教师要灵活自主地选择教学行
为。 教师的教学行为要符合职业认知与体
验课程的理念。 以“双主体”互动的形式，
走出 “必须要教给孩子什么他们才会获得
职业素养”的误区。

幼教
必读

建构区作为幼儿园必开的游戏区
域之一，对幼儿的空间构造 、想象力及
动手能力的培养有重要意义。

在区域创设之时，我在区域内铺设了
8 张垫子，在墙上张贴了一些用雪花片拼
插的图形。 之后便让幼儿进入区域中游
戏，于是一系列的状况随之而来……

“战争”弥漫游戏场

早上的区域游戏时间，幼儿陆续进
入建构区。 区域里的何铭轩和赵品硕用
雪花片随便拼插了几下就当作枪剑“厮
杀”起来，做动作的同时嘴巴还发出“嗒
嗒嗒”的声音。 很快，整个建构区甚至教
室都变成了孩子们互相“论剑”的场地。
区域游戏结束后，孩子们拼插的棍子和
刀便成了自己的作品。

可以判断，幼儿对于雪花片这种材
料是充满兴趣的，尤其是把这些材料变
成自己热衷的游戏情境，更符合当下幼

儿的特点。 但作为教师，要对幼儿的兴
趣进行有效判断，不能盲从 ；要从幼儿
的兴趣出发，引导游戏进行下去。

仔细分析发现，虽然教师也张贴了
一些图片来诱发幼儿的兴趣，但从幼儿
的行为中可以看出，教师的“用心”反而
成了一种无力的摆设。

因此， 首先要确立兴趣下的主题。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投票，幼儿们决定以
交通工具为主题，举办一场名为 “超级
大车展”的交通工具展。

然后，教师请幼儿去调查都有哪些
交通工具，并创建调查表。

最后，根据幼儿的调查结果 ，我打

印了一些雪花片拼插的图片，贴在建构
区的墙面上。 之后，许多幼儿在拼插交
通工具时，都会前去进行比对和学习。

“矛盾”下的区域优化

一时间，我班的建构区颇有 “洛阳
纸贵”的气势，许多孩子每天最期待的
就是进入建构区拼插交通工具 。 但不
久，各种问题也纷至沓来。

虽然幼儿的兴趣在活动中被调动
起来，并且在行动中有所体现。 但是很
显然，他们在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
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影响到了主题活动

的进展。 于是，我们又开始针对出现的
问题进行规则调整。

说出我所受的 “委屈”。 多种情况
下，我们都是采取录像和后期回放交流
的形式。 但这次，我们请“受委屈”的幼
儿说出自己“受委屈”的过程。

这样，“委屈” 被一个个呈现出来，
似乎安抚这些“受屈者”迫在眉睫。

商讨不“委屈”的办法。 问题的出现
需要解决。 经过师生讨论，我们有针对
性地调整了活动规则。

“动力”成为聚焦点

随着新规则的执行，建构区不再出
现拥挤和拖拉的现象。 但一段时间后，
许多孩子都跑到其他区域玩了。 一些半
成品被安静地放在架子上，无人问津。

这时 ， 就要实现激励下的动力维
持。 教师并非苦口婆心地鼓励幼儿去完
成作品，而是在一日环节中融合以下两

种做法：
区域活动后巧分享。 每天在游戏后

的分享与交流中，教师都会请那些有作
品的幼儿展示自己的作品。 这种方式不
仅给了幼儿自我展示的机会，也让其他
幼儿为了得到这个机会，而在雪花片的
搭建上更下功夫。

展示台巧运用。 为了充分激发幼儿
参与活动的兴趣，我们在教室外设置了
展示台， 将幼儿的作品展示到外面，并
加上设计者的姓名和作品名称。 每天放
学，孩子都会带自己的家长前去欣赏。

目前，我们班的“超级大车展”还停留
在不断推出新作品的阶段。不管这个主题
活动接下来的命运如何，我们对于推进此
类区域建设都有了一个明晰的思路，就是
追随幼儿兴趣，给予有意识的引导，同时
还要针对幼儿出现的问题进行跟进，这样
才能有效地提升幼儿的游戏水平。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银河幼儿园）

优化建构区
□汪田田

□孙双忠

学习阶段 学习内容 学习建议

小学
职业
认知
阶段

文化知识的传播者

把握住本课程认知的特征，

以看图说话的形式，让学生进

行大胆联想，从而感知每个职

业；以“我想说”、“我想写”的形

式，完成每个职业的学习任务。

身体健康的守护者

城市的绿化者

舌尖上的缔造者

个人形象的打造者

交通工具的操作者

交通安全的维护者

生命的拯救者

感受文明古国的引导者

时尚的引领者

初中
职业
体验
阶段

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把握住本课程"体验"的特

征，遵循 "体验———学习———再

体验———交流展示 "的教学环

节，设计多样化的活动，引导学

生完成每个职业的学习任务。

时尚潮流的设计者

健美身材的塑造者

健康饮食的主控者

舆论导向的传递者

游览世界的引导者

学段课程内容表

北京市樱花园实验学校将职业生涯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希望让学生通过切身体验，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那么，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
课程具体该如何设计？ 又该如何实施呢？

课程图纸
十大中小学校本课程候选案例

从小，孩子就会自然地认知 3 种关
系：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与物质的
关系、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当孩子长到 1 岁多 ，就可以
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了 。 到了 2-3
岁，孩子除了会具体探索自己与物质的
关系， 还会开始探索自己与他人的关
系，尤其开始注意建立友情这件事。

孩子会注意到某个人跟自己关系很
好，注意到人与人之间有种感情在联结，
这种感觉让孩子非常着迷， 所以这个时
期的孩子十分在意谁与自己玩， 谁不与
自己玩；谁是自己的朋友，谁不是自己的
朋友， 并为此产生许多快乐和烦恼。 但
是，无论快乐还是烦恼，都会为孩子带来
对友谊的热爱和追求， 并为日后进入群
体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

对友谊的追求 ， 让孩子开始学着
去经营友谊， 这对于人类这种只有为
他人提供服务才能获得生存机会的物
种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有个孩子没能

进入群体，但只要他有一个朋友 ，也同
样能够获得社会性能力。

如果这个孩子在群体之外一个朋
友都没有，那么将来他一定会在人际关
系和社交能力方面出现问题。 这时，家
长就需要想办法帮助孩子。

那么，怎样帮助孩子进入群体呢？
首先 ， 家长可以请一个性格与自

己孩子相似的小朋友到家里玩 ， 等孩

子之间有了一定的合作基础后 ， 再请
性格不同的小朋友加入 。 请小朋友到
自己家， 是因为孩子在自己的家里会
觉得气势壮一点，容易主动接纳别人 。
等到孩子习惯了与人交往 ， 再带他到
其他小朋友家去串门 。 这件事情一旦
开始，就要持续下去。

当孩子与这个做客的小朋友成为
伙伴后，可以再邀请第二个、第三个小

朋友加入，提高复杂程度，培养孩子的
多向社交能力。

据观察，孩子在有意识地追求友谊
的早期， 都会自发地用物质去交换，千
方百计地寻找那个小朋友可能喜欢的
物品，然后送给他。 有的父母会为孩子
的这种行为感到不舒服，觉得自己孩子
是在巴结别人，其实这种巴结对孩子来
说，并没有什么不利，因为这时的孩子

发现了物质可以交换非物质的友谊，并
且学会了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但是，有的孩子天生就不愿跟其他
孩子交往，并且在成年人给他介绍朋友
时会觉得很艰难。 因此，当孩子在学习
建立关系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誗为孩子提供一个多因素的环境，
让孩子进行自主选择。

誗为孩子提供的群体环境要包括各
种年龄、各种性格和各种体魄的孩子，不
能因为害怕孩子被欺负， 就只让他跟那
些年龄、性格、体魄与自己相似的同伴玩
耍，这样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发展。

誗在孩子因为不满而大发 脾 气
时， 家长不要被孩子的消极情绪所影
响，而要等孩子发完脾气后，同孩子一
起讨论原因。

誗孩子在情感发展过程中会有许
多抱怨和不良情绪 ， 当孩子在家长面
前抱怨别人不跟他玩 ， 或者别人打他
的时候，家长首先要与教师沟通 ，看孩
子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 然后尽快想
办法把那个 “敌人 ”请回家 ，让他们成
为朋友。

誗如果孩子被朋友抛弃了，他会很
痛苦。 这时，家长只需予以同情，而不是
愤然带他离开。 因为经历了痛苦的孩子
会不顾一切地想办法再去获得新的朋
友，而友谊就是在这种痛苦中建立起来
的。 并且，随着友谊的多次丢失和重新
获得，孩子也会变得越来越成熟 ，越来
越自信。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昌平区李跃儿
芭学园）

孩子
不善与人交往
怎么办？
□李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