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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汇

□本报记者 朱 丹
通讯员 林千惠

1月13日，杭州市紫阳幼儿园的

孩子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紫阳小伢

儿庙会，他们在教师、家长的指导下

认真地做着自己的“小买卖”，而逛庙

会的人们更是兴致勃勃。细逛一圈

不难发现，20家庙会“商户”都散发出

浓郁的杭州传统民俗文化气息：这里

不仅有大宋沙包、鼓楼小馄饨、武大

郎烧饼、河坊街定胜糕、葱包烩儿、御

街花生酥、状元面馆、西湖猫耳朵等

本地传统美食铺，而且还有燕春里剪

纸、宋城影楼、太庙灯笼铺、面人徐、

拉大片、吴山茶楼等民俗文化商户。

地处紫阳山麓、创办于1958年的

紫阳幼儿园是一所不折不扣的“老杭

州”幼儿园。自2008年以来，该园更

是致力于“吴山文化”童心体验课程

的研究与实践。该园依托周边丰富

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与家长、幼儿共

同开展“吴山文化”主题实践、环境创

设和“小河坊”特色游戏，让幼儿在丰

富、自然、真实、开放和多层次的认知

及探索空间里自主学习、积极探究、交

往互动。副园长唐亮介绍，作为园本

课程中的一项特色活动，紫阳小伢儿

庙会的目的恰恰在于，让孩子们在真

生活、真体验、真经历中进一步感受

和触摸传统文化，这也是“吴山文化”

和杭州传统特色教育的别样体现。

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小伢儿们

从“逛”庙会变成了“办”庙会。虽然仅

仅一字之差，但道出了“吴山文化”童

心体验课程实施过程中追求的一个理

念——“让孩子成为活动的主体”。

那么，如何在庙会中体现儿童

立场？让孩子们成为庙会真正的主

人，自己操办庙会。于是，一系列活

动就这样产生了。在“我心中的紫阳

庙会”讨论中，该园每个班级的孩子

都参与策划了本次庙会，他们绘制的

设计图里不仅有舞龙、敲鼓、杂技等

富有“年味”的表演，还有亲子游戏

环节。因此，本次庙会开场表演节

目——“喜庆锣鼓”和“欢腾舞龙”都

是孩子们自己完成的。在庙会商户

工作人员竞聘上岗时，孩子们基于平

时“小河坊”社会体验活动中积累的

经验，游刃有余地竞聘摊位老板和伙

计。各个庙会商户确定工作人员之

后，家长志愿者、民间艺人共同帮助

孩子，一起设计宣传招牌、讨论布置

摊位。

有意思的是，本次庙会活动的资

金需要孩子们自己筹备。幼儿园前

期发放倡议书，请每户家庭自行讨论

如何赚取 10 元钱来换取庙会游戏

币。之所以要策划这样一场“赚钱”

活动，是因为幼儿园希望幼儿明白收

入与劳动息息相关。而孩子们也借

此意识到，不能做一个只懂得享受的

“消费者”：中二班王君溯打小工翻袜

子大约300双，挣得10元钱；小二班

蒋天昊以拍摄视频的方式来兜售自

己制作的手工作品，最终有人出价

18.88元用红包购买了这个独一无二

的作品；中二班、小四班的孩子们通

过积攒矿泉水瓶、理废报纸等方式来

赚钱……不仅如此，这次庙会的伴手

礼也由孩子们亲手制作。任何人只

要参与庙会猜灯谜活动并猜对，就能

够获得一枚“紫阳书签”，用手机扫一

扫书签还能听到孩子们录制童谣的

音频或看到他们的视频。

“这样的庙会让孩子体会到了强

烈的参与感，也提高了孩子的沟通与

交往能力。”该园大四班张悠然的家

长认为，通过近3年“吴山文化”童心

体验课程的学习，孩子利用角色扮演

进行社会体验和互动交流，点燃了其

对杭州传统文化的兴趣。中四班顾

花语的家长感叹：“一场庙会连接了

两代人的童年。杭州的特色小吃、

‘老底子’的美好记忆等传统元素，就

这样润物细无声般地浸润到了孩子

的心里。”

8年来，园长孔英萍和教师团队

一直围绕着“如何让看不见的文化真

正落地”开展探索。“我们希望让孩子

以自己的方式与周围的人、事、物互

动，从细微之处着手了解传统文化，

从而建构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

感悟。”孔英萍说，幼儿园还将继续深

入探索庙会活动，最终目的是促进教

师与幼儿、家长与孩子的共同发展。

伢儿从“逛”庙会到“办”庙会

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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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苹

目前，“幼儿教育社会化”（实际上

是市场化）使学前教育公共性面临挑

战。市场追求的是利润和效率，缺乏对

弱者权益的维护与保障，难以实现教育

公平。市场化的学前教育带来涉及教

育行政部门、学校、家长以及教师等方

面的一系列问题，难以保障“普及、均

衡、参与”的学前教育公共性的实现。

如何改变现状，进而保障学前教育

公共性的实现？

第一，倡导普及的学前公民教育，

培养公共精神与公共理性。正如陶行

知所言，“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之培

养”，学前阶段是培养公民品格的关键

期。鉴于对人的公共性的理解，学前教

育公共性的实现过程是培养、维护、充

实人的公共性的重要手段。何谓公共

精神与公共理性？学前教育怎样去培

养？这些是普及学前教育需要解决的

关键问题。公共精神在杜威看来是“公

民责任或道德义务”，在佩顿看来是“让

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创造性冲动”，在托

克维尔看来是“渴望实现一个志同道合

的目标”。公共理性是一种对公共社会

的认知及认知态度，它的核心内涵是张

雪门提出的“客观的态度”。因此，学前

教育应致力于培养合格公民对国家与

社会的责任感与志愿精神，培养合格公

民应具备的平等的意识与客观的态度。

第二，建构公共服务体制，提供“保

基本、质量均衡”的学前教育服务。市

场化使现有的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呈现

不均衡的状态，学前教育服务层次差异

显著，“豪华幼儿园”与“篱笆幼儿园”并

存。然而，学前教育阶段是孩子进入社

会的开端，教育起点的不公平是最大的

不公平。学前教育公共性要求学前教

育公共服务应保障每个孩子获得的教

育是基本均衡的。目前，我国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体系还处于探索中，亟需发挥

政府主导责任，建构一个公共服务体

制，保障学前教育公共性的实现。学前

教育公共服务体制建构是指政府充分

调动社会、市场等各方力量，通过制度创新与制度建

设，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保障社会公众对学前教育的

基本需求，进而满足社会公众对学前教育的多层次需

求。其中，“基本需求”是基于均衡的质量保证，是基于

对每个孩子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尊重。学前教育公共服

务体制的主要内涵是建立政府、社会、市场力量合理配

置的学前教育办园体制；建立城乡统筹、公民办一体的

学前教育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管理服务一体的教育行

政管理机制；建立公民办一体的教师聘用制度；建立依

托社区、深入家庭的综合保教服务网络与弱势人群资

助制度等。

第三，建构以教育为主导的儿童公共服务网络，完

善公共领域的儿童保护与发展功能。我国于1990年签

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它规定儿童的四大权力

是生存权利、保护权利、发展权利和参与权利。为充分

保障每一个幼儿作为未来公民能享有这些权利，也鉴

于学前教育公共性的丰富内涵，仅以教育领域的建设

难以覆盖其全部，应建构以教育为主导的儿童公共服

务网络，进而完善公共领域的儿童保护与发展功能。

这样的儿童公共服务网络注重家庭、社群组织以及教

育机构之间密切的合作关系。家庭与儿童、学校与社

区拥有充分的责任与权利参与其中，并通过社会基层

组织的建构加以巩固。社区作为基层公共生活的载

体，它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活动空间，履行了各

种公共服务的职能，因此社区是儿童公共服务网络建

构的支撑点。在具体的网络构建中，对儿童的保护与

发展特别是对处境不利儿童的支持成为重要内容，尤

其需要社会公共领域为其撑起一道防护网，保障他们

良好地生存、发展与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本文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儿童公共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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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1月13日，气温低至零下5摄氏

度，一支名为“筑梦幼教公益联盟”的

团队冒着严寒开启了新年的第一次

活动：志愿者们分别走进3所乡村幼

儿园——宁波市奉化区开心幼儿园、

余姚市黄家埠镇高桥幼儿园以及黄

家埠镇春蕾幼儿园，为留守儿童带去

了一堂防范性侵害的安全教育课。

“儿童性教育在乡村甚至在城市几乎

都是空白的，但对儿童而言，它又是如

此重要。”筑梦幼教公益联盟发起人、

宁波市闻裕顺幼儿园园长李江美认

为，儿童性安全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社

会问题，很多悲剧的发生完全可以通

过儿童性教育的科学开展以避免。

近年来，社会上频频曝出的性侵

儿童案件，接二连三地刺痛着公众敏

感的神经。其中，多起案件反映，遭

受性侵的儿童呈现低龄化的态势。

对此，在高声呼吁法律对性侵者严惩

不贷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

对儿童开展科学性教育刻不容缓。

普及性教育，从“不回避”开始
“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男孩

要站着小便，女孩要蹲着小便？”“这

些身体器官是干什么用的？”……面

对孩子的种种疑惑，许多家长的回答

总是遮遮掩掩：“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家长对性教育难以启齿，主要与

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认知误区息息相

关，譬如“我们能自然地了解，孩子们

也能”“孩子年龄还小，等到青春期再

教育也不迟”“孩子知道得越多，反而

会诱发孩子对性的强烈兴趣”等。然

而，屡屡发生的性侵幼儿事件正在提

醒家长，罪恶之手永远不会顾忌孩子

的稚嫩与幼小。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

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中，列出了

面向5岁孩子的课程建议；而世界卫

生组织出版的《欧洲性教育标准》更

是建议，性教育应该从孩子一出生就

开始。因此，不少国家和地区早已将

儿童性教育提上日程，如英国法律规

定，必须对5岁儿童开始进行强制性

性教育；芬兰出版了相关的图书，一

面进行性知识教育，一面加强性道德

教育；而在德国以及我国的香港、台

湾地区，更多地是利用漫画和绘本进

行关于生命诞生过程的性启蒙。

科学引导，“性教育不能怕麻烦”
2017年12月，央视《新闻调查》

栏目对北京一所幼儿园开展性教育

课的过程进行了跟踪报道。他们发

现，对幼儿来说，“性侵害”这一概念

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畴，也并不适合

直接讲述。为此，北京师范大学儿童

性教育课题组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

设计了有趣的故事和好玩的游戏，让

孩子们从中获得必要的知识和能

力。例如，在认识生殖器官的过程

中，课题组建议该园教师实施“羽毛

挠痒痒”的游戏，孩子们通过体会舒

服与不舒服的感觉，学会表达自己的

喜欢或厌恶、同意或拒绝。

在我省，不少幼儿园也已经开始

探索如何在幼儿园开展性教育。就在

1月11日，东阳市南市中心幼儿园针

对大班幼儿组织了一次名为“拒绝秘

密触摸游戏”的活动。该园教师蒋晓

丽借助绘本，让孩子们了解身体的各

个部位，尤其强调了哪些是不能随意

被人看和碰触的隐私部位。在此基

础上，她带领孩子们进行情景剧表演，

让孩子们练习大声说“不”。该园园长

杜燕君说：“教会孩子敢于说‘不’，是

性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与其祈祷

孩子被世界温柔相待，还不如传递给

他们真正有用的自我保护技能。”

无独有偶，杭州市丁蕙第一幼儿

园于1月初邀请了女童保护基金会

成员郭榕入园指导。除了认识身体

和互动接触，她还从“如何分辨和防

范性侵害”“当遭遇性侵时该怎么

做”“万一遭遇性侵之后该做什么”

三个方面入手，引导幼儿如何保护自

己。义乌市国贸幼儿园则是联合义

乌市检察院，向幼儿普及基本的防护

常识。

“对幼儿的性教育不能怕麻烦。”

采访中，正在积极试水幼儿园性教育

的教师们坦言，性教育不能仅限于读

一本绘本、听一场性教育讲座或是看

一次生命起源动画，而是要不断吸取

一次次活动的有益经验，逐渐形成适

合幼儿的性教育课程。随着探索的

不断深入，他们也更加意识到，性教

育不只是童年里的一门课，而是贯穿

在人生整个成长过程中的必答题。

全社会携手，共建安全网络
根据数据统计，2016年公开报道

的儿童性侵害案件涉及778人，受害

者年龄最小的不到两岁，其中7岁以

下的有125人，占比16.07％；7~12岁

的有143人，占比18.38％；12~14岁

的有449人，占比57.71％。事实上，

这些公布的数据并不完全，许多家

庭在孩子遭受性侵害后往往会选择

沉默。

“乡村地区是性侵儿童案件发生

的重灾区，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大

部分乡村家长都没有对孩子进行过

防性侵教育，而大部分乡村幼儿教师

也不清楚该怎样开展性教育。”李江

美告诉记者，正是意识到这一现实，

她和联盟成员发起了这次公益活动。

同时，筑梦幼教公益联盟还为乡

村家长带去了一份礼物——由联盟

成员设计与编制的性教育宣传册。

它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家长们传递

正确的性教育知识，内容包括“什么

是儿童性侵害”“性侵犯对儿童产生

的伤害”“怎样教给孩子正确的应对

方法”“如何解读孩子发出的信号”

“万一儿童遭受了性侵害怎么办”等。

刘文利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儿

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也是《国际

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顾问中唯一的

亚洲专家。她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谈

到，防范儿童性侵害是全社会的一个

系统工程。在她看来，如果说法律制

度以及社会制度保障了儿童在安全

的环境中成长，那么这里面的家庭、

学校、社区以及各个组织机构，都应

该承担起保护儿童的责任。

“老师，什么是冰灯？”近日，在长兴县龙山幼儿园的
一次教学活动中，孩子们抛出了这样的疑问。为此，该
园开展了围绕“冰灯”的探究活动。孩子们从大自然中
获取需要的材料，如树叶、花朵、石头、水果等，并将这些
材料进行装饰、加工、固定和冰冻。最后，孩子们将自己
制作的冰灯挂在幼儿园的树上。

（本报通讯员 叶莉莉 摄）

补上儿童性教育这一课

1月11日，宁海县大佳何镇中心幼儿园举行趣味轮滑展示活动。自2007年起，趣味轮滑运动作为
该园的特色项目，在每一届幼儿心中“生根发芽”，一批批轮滑小将在这里茁壮成长。

（本报通讯员 王小飞 王吉华 摄）

趣味轮滑动起来趣味轮滑动起来

本报讯（通讯员 叶尚微）
“真正的特色是为了孩子的发展，

真正优秀的幼儿园总能彰显特

色。不是特色使幼儿园优秀，而

是优秀蕴含着特色。”1月12日，

来自青田县各个幼儿园的园长齐

聚该县油竹幼儿园，共同探讨幼

儿园特色发展。

论坛上，该县10所幼儿园以

经验分享的形式，从办园理念、

园所文化等方面阐述了幼儿园

特色创建之路。如油竹幼儿园

园长叶玉梅用“创”“研”“动”

“行”四个字概括了幼儿园特色

建设及内涵发展之路，介绍了家

乡传统节日、幼儿园特色节等彰

显园本特色的活动；青田县中心

幼儿园园长周苏凤认为，只有从

“以幼儿为本”出发，才是教育特

色的根基；而海溪乡、章村乡、方

山乡等乡镇中心幼儿园则因地

制宜，探索了鱼灯文化、竹文化、

农耕文化等地方乡土特色课

程。对此，与会人员分成4组，通

过思维导图的方式，针对“如何

培养教师专业发展”“优质的园

本课程如何建设”“如何打造乡

镇幼儿园环境特色”“一日活动

如何优化”等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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