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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颖洁

当下，全球学前教育工作者所认同

和追随的改革实践，都在探寻如何用自

己的课程形态来诠释“尊重儿童”。如何

看待及对待儿童是教育的原点，也是教

育者所拥有的教育信念与价值观，即为

“道”。相对应地，“术”即为教育方法和

技巧。

如果将教育比作一次旅行，“术”是

行进的方式，“道”则是行进的方向。学

前教育课程改革更需要坚守的是方向、

理念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儿童观的重塑

是撬动课程改革的先行项。因为“发现

儿童才能继而发现课程”，即以儿童的视

角来发现课程内容，以儿童的立场来审

视课程价值，以儿童化的方式来优化课

程实践。

过去 5 年，我们发起了一场重塑儿

童观的“西湖行动”。行动的开端始于当

下课程实施现场中对教师儿童观的辨

识。我们从“显性—隐性”“教师—儿童”

两个维度，选取了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

中反映教师儿童观的班级环境、师幼关

系、教学行为、儿童表达的 4 个切入点，

来观察教师的儿童观。我们通过现场视

导，根据不同的切入点采集真实的案例、

图片、视频、作品等，分析教师行为背后

的儿童观和亟待重塑的儿童观问题。

根据不同幼儿园的不同教师群体，

我们从“区域层面的介入引领”“园际之

间的卷入互助”“个体自我的代入反思”

这3条路径，以“站点式研修”“联动式研

讨”“回溯式研习”等载体带领教师获得

儿童观的重塑。

儿童观重塑的研修需要强调儿童观

与课程实施之间的联结。为此，我们探

索了“环境图说”“事件白描”“教学重构”

“作品解析”4种研修策略，助推教师在观

念和行动层面反复研习，以观念投射行为、用行为来印

证观念，最终促进观念与行动的一致，产生“内部生长

式”的教育智慧。

来自不同类型幼儿园的20位“种子教师”的理念转

变和行动变化作为先行样本，使得研修的进程得以迅

速推进。如果将教师群体原有的观念和做法比喻成一

块“坚硬的冰块”，那么每一位“种子教师”就像是撒落

在冰块中的发热点，以他们为基点带动并影响着身边

的教师群体，多个“发热点”的存在加快了“坚冰”消融

的过程。

同时，我们遵循教师成长的速率，不做行动上的统

一部署和策略上的简单推介，而是坚持“内部生长式”

的研修理念——“鸡蛋由外向内打破是一种压力，而由

内向外的打破则是一种成长”。因此，我们强调教师基

于园本实际、基于真实的教育情境、基于自身的固有观

念，进行观念重塑，继而再由新的观念带动行动转变，

生发属于自己的教育智慧。

“因为儿童所以改变”是西湖区幼儿教师儿童观

转变和课程改革的行动准则。然而，当推介并尝试一

种创新举措和做法时，过去的做法是强调创新做法的

价值和意义、传递创新做法的策略与步骤，这往往会

使教师陷入“为创新而创新”的境地中。对此，我们更

强调教师对“之所以需要变革”的理由进行思考与辨

析，也就是教师对原有做法背后所折射的儿童观的反

思和叩问。

时隔两年，当我们再度进行半日活动视导时，“班

级环境”“师幼关系”“儿童作品”“教学行为”4个维度都

有了显著改变。尤其是班级环境和儿童作品，从原来

的教师视角出发的“精致、唯美”转变为促进人与人、人

与物之间互动的“有意义的环境”，环境中处处洋溢着

孩子的“百种表达”。再者，园长的课程领导力被大大

激发，他们的工作重心转向课程的建设和园所文化、办

园理念的培育；教师儿童观悄然改变，他们逐渐成长为

有能力的课程建设者，并以更大的信任赋权并支持助

推儿童共同编制课程。

（本文作者系杭州市西湖区学前教育指导中心教

研员、省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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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长兴县煤山镇白岘中心幼儿
园开展“谨防溺水，珍爱生命”主题活
动。孩子们在教师的指导下动手设计和
绘制防溺水标志，并放置在附近村庄的
小河、池塘边的醒目位置，提示广大村
民、小朋友预防溺水，确保暑期安全。
（本报通讯员 刘月梅 许斌华 摄）

□本报记者 朱 丹

对于大班幼儿来说，自己的幼儿

园生活即将画上句号。在教师们眼

里，这不仅孩子们人生中的第一次毕

业，也是他们回顾过去、展望明天的一

个具有独特意义的时间节点。那么，

如何给孩子们一个难忘的毕业季？近

段时间以来，我省许多幼儿园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毕业活动。

告别幼儿园的N种方式
“尊敬的戴老师：我们马上要离开

幼儿园了，请期待我们在小学的成长

吧。离园时间2018年6月23日，返园

时间2038年6月23日……”上周，宁

波市第二幼儿园教师戴行茁收到了一

张特殊的请假条。“这张为期20年的

请假条，是孩子们在幼儿园的最后一

次游戏——离别游戏，也是我们和孩

子的一个约定。听着他们一个接一个

大声喊出请假人的名字，我由衷地希

望20年后再见时，他们依然是如此自

信的模样。”戴行茁对记者说，孩子们

这段时间还重温了许多好玩的游戏，

如打水仗、堆沙堡、做木工等，“而3年

来记录孩子们游戏时喜怒哀乐、欢声

笑语的相片全部剪辑成册，如摄影展

一般被陈列在大厅中”。

有爱、自信、勇敢……最后一课

了，大多数幼儿园都希望抓住“最后一

刻”的契机，带给孩子们更多成长体

验。记者了解到，不少幼儿园开展了

“今夜不回家”露营活动，在孩子的心

里埋下一颗“独立”的种子。杭州市胜

利幼儿园的“厉害了，我的小小兵”军

训营更像是这类活动的“升级版”，该

园大班幼儿以军事化训练的模式来告

别幼儿园生活。

长兴县实验幼儿园教师杭越介

绍，该园策划了一场寄存祝福活动，孩

子们把教师、家长、伙伴的祝福和写有

自己愿望的信件一并寄存在长兴县档

案局。“等到12年后，他们可以前往长

兴县档案局开启他人的祝福信件和自

己的心愿信件，让童年梦想和青春梦

想来一次碰撞。”她补充道。

在青田县仁宫乡中心幼儿园，孩

子们的毕业活动则是一次美食分享

会。“我们的孩子几乎都是留守儿童，

由祖父母代为监护。”该园教师章群

英说，考虑到这样的现状，幼儿园邀

请每个家庭带几个拿手菜来园分

享。“过去，向祖辈们提到家园活动容

易让他们产生畏难情绪，这次由于这

是他们擅长的领域，所以表现得异常

积极。”在她看来，这样做除了希望每

个孩子和其家长都能参与其中，最重

要的是借此机会让孩子们学会感恩

爷爷奶奶。

毕业活动让孩子做主
就在周二，义乌市稠州幼儿园的

大班幼儿参加了以“成长，一次有爱的

蜕变”为主题的毕业典礼。这次活动

充满了仪式感，无论是教师、家长还是

孩子都流露出了真情实感。采访中，

很多教师表示，仪式感是毕业活动必

不可少的元素。

“以往，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年年都

是一场由教师精心策划编排、孩子被

动排练的节目表演。现在，我们越来

越意识到，毕业典礼不应该是一次单

纯的演出，而是一种基于幼儿立场的

课程行为。”长兴县机关幼儿园教师

丁智利告诉记者，该园今年的毕业典

礼由孩子们自己说了算，他们自主商

量决定“表演什么节目”“和谁一起表

演”。她坦言，事实上，她和同事们也

有过一些疑惑：“孩子们自己可以商

量好吗？”“他们设计的节目可行吗？”

对此，他们尝试着蹲下身去倾听孩子

心里期盼的毕业典礼，鼓励孩子们在

班级里围绕毕业典礼中会遇到的问

题进行讨论，这才初步确定了各个班

级的表演节目。在之后的节目排练

过程中，孩子们不断地遇到问题又不

断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一次又

一次的尝试中向目标逐渐靠近。“每

一个孩子都在活动中主动参与、尽情

展示以及真实表达，这无疑会成为孩

子们人生中一个无法抹去的成长印

记。”丁智利说。

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中心幼儿园

的毕业季从6月初就开始了。该园教

师打破传统，把拍毕业照这一环节的

自主权交给孩子，师幼共同用自己的

行动“写”下了一个关于毕业照的课程

小故事。“你们想拍什么样的毕业照？”

当教师提出疑问时，孩子们变身“小小

设计师”，画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毕业

照，比如全班孩子躺在跑道上，男孩、

女孩各组成一个圆；大二班的孩子提

议用自己的身体摆出“大二”两个字的

造型；还有孩子设想在纸箱里拍照，和

好朋友一起摆出自己喜欢的造型……

面对孩子们的奇思妙想，教师们开始

思考如何将其变为现实。于是，该园

在大班年段组织了一场投票，让孩子

们选出若干个最喜欢的创意并付诸实

践。“从制作拍照道具到多次试拍再到

第一张毕业照出炉，孩子们经历了自

主设计、实施、调整、优化等一系列过

程。”全程跟踪记录这次毕业照拍摄的

教师邓佳和彭茜认为，孩子们用最有

创意、最有爱的方式留下了珍贵的童

年记忆。

再见，幼儿园！

□本报记者 朱 丹
通讯员 张益晓 卢师慧

东阳市三单乡距离城区约50千

米，有着“东阳的西藏”之称。这里没

有商场、电影院，也没有其他休闲娱乐

场所，与许多年轻人向往的城市生活

大相径庭。然而，这里却有着这样一

个90后姑娘，她潜心山乡，为的是给

山里娃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她名叫

张朵朵，是东阳市三单乡中心幼儿园

的园长。

每天清晨，当山风还有些微凉时，

张朵朵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幼儿园

了。她总是先在园里转一圈，然后微

笑着等待每一个孩子的到来。“孩子很

热情也很纯真，和孩子相处的日子里，

每天都能收获快乐。”2013年，她前往

三单乡任教，成为该园最年轻的教

师。谈及留在山区的理由，她说：“自

从踏进幼儿园的大门后，便时时感受

着孩子们带给自己的职业幸福。”

记得有一次，天气转凉了，孩子

们看到张朵朵没有穿袜子便围着她

问：“朵朵老师，你为什么不穿袜子？”

她开玩笑说“买不起”。令她感动的

是，一个孩子立马脱下自己的袜子递

给她。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小细节，

让张朵朵打从心底想为山里的孩子

们做更多事。

从普通幼儿教师成长为园长，张

朵朵用了4年时间。在同事们眼里，

她的成长与自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朵朵是一个对工作尽心尽责的人，做

事追求完美。”该园教师单双英说，“幼

儿园大部分教师都住校，放学后也总

是能看到她和同事们一起交流业务。”

“山里的孩子也要有接受优质学

前教育的机会。”一直以来，张朵朵不

仅这样说，也这样做着。在她的带领

下，该园教师充分利用山区资源，将幼

儿园的环境创设得更有“乡土味儿”：

户外开辟了磨馍坊、创意手工坊和开

心茶馆等大型游戏区域，教学楼里的

角角落落利用农家废弃瓶罐来美化。

不仅如此，孩子们的玩具也颇具乡村

特色，都是她和教师们自己动手做成

的，有用竹子做的竹雕、竹筐、水枪、玩

沙用具等。

为了提升幼儿园的内涵，落实“一

日生活皆课程”的理念，张朵朵带领着

自己的团队多次到当地优质幼儿园取

经。近年来，该园在东阳市实验幼儿

园的帮扶下，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

园所特色。其间，张朵朵一次又一次

地与前来指导的教师交流研讨，在共

同努力下，该园立足本土资源的竹文

化课程方案初具雏形。缘于此，2017

年，三单乡中心幼儿园顺利评上了“浙

江省二级幼儿园”。

近两年，该园还引进了最新的信

息化技术手段，通过“互联网+”丰富

山区学前教育。该园的角角落落都设

有二维码，家长们只需要用手机扫一

扫，就能及时了解孩子、教师以及幼儿

园的动态。“此外，我们还定期开展家

长开放日，了解孩子们的一日生活。

这些家园互动的形式，不仅改变了山

区家长过去对幼儿园的看法，也传递

给他们幼儿园的教育理念。”

同时，张朵朵不断地鼓励教师们

“走出去学习”，支持他们积极参加各

项各类培训，全方位提高自身的业务

素质。“只要你努力了，人人都有机

会。”张朵朵总是这样对新入职的教师

们说。

本报讯（通讯员 翁青青）杭

州市上塘菁禾幼儿园近日举办了

“家庭陪伴节”，让幼儿园的教师、

幼儿以及家长通过“一封温暖的

信”来表达相互之间的爱，并用这

封信记录和家人、教师在一起的点

滴时光。

活动中，小班幼儿以涂鸦的方

式给家长“画”了一封信。抽象的涂

鸦信让家长或是忍俊不禁，或是感

动。对此，家长也给孩子们写下了

回信。中班的孩子们面向全园开设

了“小邮局”信箱，信箱里每天塞满

了孩子们想对小伙伴说的悄悄话。

大班幼儿则以“回味”为主题来写这

封信，同时延伸出一系列关于“信”

的活动，如了解信的格式、设计信

封、邮局寄信、教师回信等。

本报讯（通讯员 刘华良）孩子在幼儿园吃得好

不好，是普遍家长的疑虑。为此，江山市虎山督学中

心于近日召开幼儿园健康伙食研讨会，辖区内25所

幼儿园相关负责人一起交流了部分幼儿园的优秀经

验，提出要利用带量食谱软件等手段推进幼儿膳食

营养精准化工作。

自本学期开学以来，江山市虎山督学中心开展

了一系列幼儿健康伙食督查评估活动，深入了解各

幼儿园食堂食品安全制度、食品留样制度、食品采

购专人负责制等工作，确保进货、储存、加工制作等

环节的食品安全。

据了解，在辖区内推广带量食谱的有益经验是

这次幼儿园伙食整顿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

江山市江滨幼儿园的中餐搭配主要参考了幼儿园膳

食营养分析软件中的营养要求。该园王医生介绍：

“儿童膳食原则中建议3~6岁儿童每日需要摄取蛋

白质30~35克、脂肪20~30克、热量1300~1600千

卡。幼儿园每周会根据儿童的营养需要初定食谱，

输入分析软件比对分析，只有当各营养素都达标，食

谱才会交到食堂。”拥有营养师资格证的江山市恒泰

幼儿园后勤主任邱嫣萍每周要制定4份食谱，除了普

通孩子的那份外，她还会为体弱儿童、过敏儿童、肥

胖儿童特别制定食谱，并请厨师另开小灶，根据孩子

的体质作相应的调整。江山市城东幼儿园则是从5

年前就开始根据幼儿营养需要，利用称重，引入带量

食谱，将每餐食材摄入量精确到克。在幼儿园贴出

的食谱上，除了标明早、午点、中餐里各种食材的重

量外，还附上当日营养分析和一周日均营养分析，并

且在备注栏上注明每日在家需补充的营养，请家长

关注配合。

张朵朵：潜心山乡幼教的90后园长

膳食营养精准化，让幼儿家长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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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建党节前夕，义乌市国贸幼儿园开展了红
色教育系列活动。该园分年龄段组织孩子们观看红色
电影，并将红色故事引入课堂，同时倡导家长和孩子们
一起创编经典红色故事。图为亲子同台演绎经典说唱
节目《红星闪闪》。

（本报通讯员 方笑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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