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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海燕

“各位园长、老师，来这里参观请

先上交手机，站在线外观察，做到不打

扰孩子们上课。”前不久，在中国第四

届幼教年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100

多名园长、幼儿教师前往厦门一所幼

儿园参观与交流，令他们意外的是，参

观前的第一件事便是让大家把手机先

交给现场工作人员。园方负责人解

释：“我们要保护每一个孩子的隐私，

在参观的时候也请大家不要打扰孩

子、尊重孩子。”此举获得了与会者的

认可和积极配合。

“学生手机被收掉”不绝于耳，“教

师手机被收掉”却鲜有耳闻，尤其对方

还是幼儿园的嘉宾，该园的“待客之

道”确实出人意料。然而，当了解到园

方的意图后，却让人深以为然。

时下，为增进互动、交流幼教理念

以及探讨教学方式等，幼儿园之间的

交流活动频繁。到达一个幼儿园，掏

出手机拍照几乎是参观教师的常规动

作，这既是基于对该园某些方面做法

的欣赏，也是为了方便储存资料。将

镜头对准幼儿，乍一看，似乎不是多大

的事儿，却在不知不觉中踩上了法律

底线，无意中侵犯了幼儿的肖像权。

教师拍照会拍些什么？一方面是

拍摄幼儿园环境，另一方面更多的是

拍摄幼儿的言行举止。有的教师因幼

儿可爱而拍摄，有的教师则是记录教

学活动时把幼儿带进了镜头。无论拍

照出于何种动机，有一点是共通的，那

就是拍照是参观教师的单方面行为，并没有经过幼

儿的同意。严格意义上来说，幼儿是“被拍照”的。

即便幼儿愿意，拍照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对于幼小的

他们来说，缺乏对事物的分析理解能力，也缺乏相关

的安全自护意识，所以法律上才会有“监护权”。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各种信息都迅速传播，包

括存在教师手机里的照片。即便拍照教师没有害

人之心，但若是照片经由网络传播被不法分子瞄

上、盗用，就可能引发诸多副作用，给幼儿的生活带

去困扰。

拍照事小，侵权事大。收掉参观教师手机，传递

了该园以幼儿为本、尊重与敬畏幼儿权益的良苦用

心。同时，收掉参观教师手机，对教师来说也是一堂

生动的法制教育课，保护幼儿权益要从细节做起。

□本报记者 朱 丹

沿着泥石小径一路前行，教师引

导幼儿观察冬天景色的变化，给孩子

们讲述季节变化的规律和植物生长的

常识……连日来，武义县白阳幼儿园

的孩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开展了“拥

抱自然，踏冬拾趣”户外活动。由于该

园与当地的武川公园仅一路之隔，因

此该园幼儿一年四季都可以频繁地与

大自然零距离接触。

像白阳幼儿园这样拥有丰富自然

资源的幼儿园在我省其实并不多见。

在当今社会迅速发展、技术快速更新

迭代的背景下，孩子们更多得“留在室

内”，缺少亲近大自然的机会，尤其是

城市里的儿童，他们的成长似乎已经

离大自然越来越远。这一现象也引起

了学前教育界的关注，我省越来越多

幼儿园已经开始探索与实践如何更好

地开展自然教育。

把课堂搬进大自然
“你知道一粒种子的旅行的吗？”

“你知道什么是神奇的树吗？”“你知道

树叶为什么会在秋天飘落吗？”……就

在刚刚过去的秋季，东阳市实验幼儿

园把孩子们的课堂搬进了大自然，孩

子们在公园里、山脚下探寻秋天的秘

密。“孩子们甚至搭起了帐篷午睡，在

大自然中度过了一日生活。”教师单思

嘉告诉记者，这次活动是该园“让孩子

走进大自然”课程的延伸活动之一，旨

在让孩子到大自然中去探索、去发现。

“把课堂直接搬进大自然，这种直

观的、体验式的学习方式能够让儿童

更好地获得运动技能、社会交往能力、

语言发展能力和创造力等。”在长兴县

龙山幼儿园园长许羚看来，教育要回

归自然。她介绍，自2011年开始，她

和教师团队借助幼儿园毗邻齐山植物

园和梅园公园的地理优势，进行了长

达6年的融入式生态课程的实践与研

究。该园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构建了

6大园本化主题教育活动，如小班的

“我身边的动植物”“蔬菜——我们的

朋友”，中班的“亲亲太湖水”“幼儿园

的花花草草”，大班的“我爱长兴”“环

保小卫士”等。“在这些主题活动中，我

们的孩子会走进菜园、果园，通过采摘

蔬菜、水果，探究蔬果的成长变化；他

们还会走进植物园，运用多种感官探

索自然的奥秘。”她补充说。

义乌市国贸幼儿园顺应四季变

化，带着孩子们走进大自然感受不同

的季节。教师方笑娟举例说，在秋收

时节，幼儿园鼓励家长与孩子一起开

启“金色之旅”，前往乡野间摘树莓、挖

红薯以及尝稻穗；在立冬时节，教师们

又策划了一场亲子活动——“初冬约

会千年古银杏”，孩子们在赏银杏、品

白果的同时，还捡拾落叶制作树叶拼

贴画，“银杏芭蕾”“田园人家”“你好，

初冬”等一幅幅画作跃然纸上。

在杭州市文苑学前教育集团，老

爸俱乐部是该园延伸与拓展幼儿自

然教育的主力军。成立5年来，老爸

们领着孩子徒步走遍杭城的自然步

道，了解杭州的历史人文。除了寒暑

假之外，老爸俱乐部活动在每月的第

2 个周六上午定期开展，活动包括

“运动挑战”“人文科普”和“野外挑

战”3大类。其中，“运动挑战”以完

成较长路程的徒步行走、登山和定向

任务游戏方式为主；而“户外野趣”以

体验杭城自然风光、观察鸟兽鱼虫为

主。“随着老爸俱乐部活动的深入开

展，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自然教育

对儿童成长的重要作用。”该园园区

主任冯昕园说。

让自然元素触手可及
美国著名作家理查德·洛夫在他

的著作《林间最后的小孩》中采用“自

然缺失症”一词描绘现代社会儿童与

大自然割裂的事实。那么，除了把课

堂搬进大自然，增加儿童与自然的联

系，幼儿园还能做些什么？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幼儿园

把自然元素作为校园环境布置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著名儿童教育

家陈鹤琴的故乡——绍兴市上虞区，

各个幼儿园按照其“大自然、大社会

都是活教材”的理念，着力营造自然

式的园舍环境。正如以陈鹤琴命名

的鹤琴幼儿园，该园尽管地处黄金商

圈，却着眼于“建设一个富有田园情

趣、能满足孩子发展需要的教育生态

园”的目标，园内小桥流水、山坡农

场、竹林果园，到处充满浓郁的田园

风光；大片的青草地，石砌的两座小

山，“溪流”顺山坡而下穿过小木桥，

流入水池；密密的竹林，竹楼长廊掩

映其间，边上停泊着乌篷船……对于

城里的孩子来说，原本只能在出去游

玩时才能接触的生态场景，现在统统

都能触手可及、亲身体验。走进上虞

区的其他幼儿园，亦能随处可见这样

的场景，孩子们亲近大自然的需求在

这里得到了满足。

绍兴市越城区实验幼儿园的做法

与之不谋而合。该园在创设多功能自

主运动区的基础上，专门开辟近1000

平方米的生态园。这里有供孩子们观

察实践的果园和蔬菜基地，“拥抱自然

之生态园主题活动”由此应运而生。

“我们通过组织幼儿持续地观察植物

的生长、发育和成熟过程，形成了一系

列主题活动。”副园长肖满运介绍，“小

豆豆成长记”是最典型的主题活动，内

容涵盖幼儿观察、记录、讨论、采摘、加

工、品尝、分享、游戏、应用等各个环

节，促进幼儿综合能力的发展。

湖州市仁皇山中心幼儿园则利用

乡镇幼儿园的自然优势，将农村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搬进幼儿园，开展了

大班“亲自然”活动。“相比小班和中

班，大班的幼儿具有较好的自我管理

意识，因此增加了大班幼儿室外半日

活动的频率。在半日活动中，孩子们

运用五官去接触自然环境，并对感知

到的各种信息进行讨论。”该园教师邹

丽君对记者说，“‘亲自然’活动也为

科学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教学空间和时

间，它使得平时固定的教学时间自然

流淌，也使几十平方米的活动室无限

扩张，更使得幼儿的思维进行自由碰

撞。”与此同时，该园还创设了自然

角，为全园幼儿提供探索动植物成长

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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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图说】幼儿冬季运动的正确打开方式

□本报通讯员 黄牛春

几天前的一个清晨，长兴县教育

局接待了一位专程来“上访”的家长。

他是张家村花园幼儿园小班幼儿小夕

（化名）的爷爷张仲保（化名），他说：

“最近，虽然总是听到关于幼儿园的一

些负面新闻，但是我一定要来反映一

下张家村幼儿园的正能量。”

张仲保祖孙三代住在长兴县张

家村花园小区里。2013年10月3日，

对张仲保一家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

子——小夕提前诞生了。然而，早产

导致了小夕诸多方面发育缓慢。今年

7月，幼儿园新生报名时，张家陷入了

矛盾之中。虽然小夕已经到了入园年

龄，可他才刚学会走路，几乎不会说

话，同时也不具备自主吃饭、穿衣、大

小便等生活自理能力。“小夕和其他的

孩子们一起上幼儿园，能行吗？”“幼儿

园会乐意接收这样的特殊儿童吗？”

“老师和小朋友会怎么看待他？”“可

是，长期待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张

仲保说，与家人几经商量，最终决定送

小夕去上幼儿园。

刚开学，张仲保几乎天天陪伴在

小夕身边，给孩子喂饭、换尿片、穿衣

服等。一周后，小夕的班主任朱姗姗

对他说：“您就放心把小夕交给我们

吧，我们会照顾好他的。”他坦言，自己

起初并不放心。每天送小夕到幼儿园

时，他不仅会对教师们多交代几句，还

会跟保育员嘱咐一番。直到他看到朱

姗姗写的一篇教学日志，他才放下心

来。“小夕看似排斥和大家一起生活，

但细心观察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他虽然不与人交往，但他会用眼睛注

视老师和小朋友的活动。”“每当小夕

来园时,我总是给他更多的关怀和照

顾，或领着他在园里的走廊里转一

转、看一看、讲一讲，放松他的紧张情

绪,或让他和我一起站在门口迎接其

他的小朋友入园。渐渐地，他来园时

不再哭闹,有时还会自己主动靠近

我。”“在小夕能轻松入园后,我们又

着手帮助他消除对他人的戒备心、防

范心。没多久，他开始接受我们抚摸

他的头发、脸颊、拥抱等亲昵的举

动。”“小夕对我笑了！这让我激动不

已。每个孩子都是天使，而小夕是需

要我们付出更多关爱呵护的小天

使。”……张仲保相信，幼儿园有这么

细心的教师，一定会让小夕在集体生

活中快乐成长。

“不能因为一个地方、一个教师的

错误行为，抹杀了更多幼儿园、更多教

师的无私奉献。”张仲保觉得，这个社

会需要传播正能量。于是，他专门去

长兴县教育局跑了一趟。“现在，小夕

比以前活泼开朗多了，不仅在学习自

己进餐，还和同伴们一起做游戏。我

们全家都很感激幼儿园的老师们，他

们让我们感受到了教育的温度。”他由

衷地感叹。

这里的孩子“滨滨有礼”
杭州市新天地幼儿园举行首届儿童剧公演

本报讯（通讯员 祝 烨）日前，杭州市滨江区新天地

幼儿园开展了首届“滨滨有礼在校园”礼仪主题儿童剧公

演活动。该园每个班级以一个“礼仪故事”为题材，由教

师、幼儿以及家长共同改编并进行演绎。

有的故事让幼儿了解如何使用礼貌用语；有的故事教

给幼儿正确的坐姿与形象；还有的故事展现了餐桌礼仪与

做客礼仪……在活动现场，该园12个班级编排的节目一

一登台亮相，平时听起来枯燥的大道理在幼儿的演绎中

变得生动有趣。

据了解，新天地幼儿园在开园之初便明确了“童蒙

养正、幼学礼仪”的特色方向，提出了“智商与情商同发

展”的教育理念。而这次礼仪主题儿童剧公演活动旨在

让每一名幼儿都能通过亲身体验，学习与传承优秀礼仪

文化。

园长妈妈讲故事

从园内到网络

本报讯（通讯员 裘志刚）“亲爱的小朋友，‘小球跳

跳讲故事’又和你见面了。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小蜗

牛找房子》的故事……”每周一午睡前10分钟，绍兴市机

关幼儿园的孩子们就会在教室里守着广播，安静地聆听

园长妈妈裘巨君给他们讲故事。

“小球跳跳讲故事”广播节目是裘巨君的创意，她希

望通过讲故事，让孩子们养成认真倾听的习惯，并爱上阅

读。自2015年9月起，她每周总会抽出一些时间，去寻

找优秀的绘本故事，然后再结合孩子的特点，通过校园广

播讲给孩子们听。“绘本故事往往蕴含着许多人生哲理，

能够教孩子学会文明、学会坚强等。”她举例说，如《狼和

七只小羊》告诫孩子要懂得提防坏人，《肚子里的火车站》

让孩子了解食物的消化过程，忌暴饮暴食等。

“园长妈妈，我最喜欢听《加油吧，熊医生》了，什么时

候再讲熊医生的故事呀？”“园长妈妈，你讲的故事我也会

讲了。”为了让孩子们能够随时随地听园长妈妈讲故事，

裘巨君将“小球跳跳讲故事”从幼儿园里“搬”到了网络

上。她不仅把每周一讲过的故事上传到幼儿园的微信公

众号平台上，还在“荔枝FM”APP上注册了账号，专门更

新故事录音。为了避免杂音，她总是在晚上10点以后对

着手机录音，录好之后再上传到网络。据统计，“荔枝

FM”的“小球跳跳讲故事”已上传故事60余个，听众近3

万人，早已不再局限于本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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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汇 让童年更多亲近自然

教育局来了位特殊的“上访者”

连日来，气温骤降。为了抵御
寒冬，增强幼儿体质，我省多所幼
儿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冬季运动
活动。

动起来动起来，，天冷了天冷了

丽水市莲都区老竹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
“快乐拍球 快乐成长”拍球比赛。

（本报通讯员 吴旭勇 摄）

建德市大同
中心幼儿园的孩
子们参与了手推
轮胎车、绳子操
等不同类型的自
主游戏。（本报通讯
员 宁文武 摄）

景宁畲族
自治县实验幼
儿园以亲子趣
味赛为载体，全
园参与游戏运
动。图为一对父
子在合作运球。
（本报通讯员
叶香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