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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纯纯

3年前，郑倩倩来到永嘉县枫林镇

中心幼儿园担任园长时，感觉自己更

像是走进了一所小学。原本就是由枫

林镇中心小学改建而来的幼儿园，户

外场地沿用了之前的操场，“整个场地

以假草皮、塑胶地面为主，布局简单生

硬，幼儿的户外游戏也只是把室内的

游戏内容迁移到户外而已，这种环境

很难链接儿童的学习与发展”。

恰逢温州市“九把钥匙”农村园课

改工程落地和枫林古城复兴计划实

施，这所坐落于千年古城里的幼儿园

开始了它的“野蛮”生长——

场景复原：一个园就像一个村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面对场地固

化、课程开展受限等问题，枫林镇中心

幼儿园使用的“钥匙”是野趣游戏空间。

如何让占地近1400平方米的户外

场地充满野趣呢？“感知枫林山水，融入

山水格局，打通视廊、路径、自然的融

合”这一古城复兴策略给了郑倩倩启

发。将这样的理念传达给设计师后，郑

倩倩拿到了一张精心的设计图，然而这

种完全以成人视角打造的游戏场看似

高大上，却并不是幼儿真正喜欢的。

于是，幼儿、家长、教职工、社区人

员成了新一轮的设计师，“眼中的野

趣”“玩过的野趣”“想要的野趣”“可用

的资源”是他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想要在幼儿园的草坪上装一个蹦

蹦床，这样就可以看到树上的小鸟。”

“我家附近的溪边有很多小鱼，幼儿园

里也可以造一个鱼塘。”“我想有一个大

大的山坡，我们可以在上面打仗，也可

以在山洞里躲猫猫、扮家家。”……幼儿

们认真地写下了自己对野趣的期盼。

家长们也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经

历的野趣：“好想把楠溪江搬进来，楠

溪娃就应该在山水边长大”“小时候

特别爱爬树、摘果子、捉迷藏，总是玩

不腻”……就这样，经过教育专家和

设计专家的认证后，在教师们的努力

下，这些大开的“脑洞”都一一落地成

为现实。

如今，走进枫林镇中心幼儿园，一个

既具有枫林文化烙印又体现儿童友好视

角的野趣空间在记者面前徐徐展开。

原先大面积的塑胶场地被泥地所

替代，建有几个凸起的小山坡，一条模

拟楠溪江的长长的水渠蜿蜒在山坡之

间，手压水阀、石缸、铁盆等随处可见，

为幼儿随时戏水提供条件；石砌的灶

台、竹木编织的隧道、青瓦搭建的戏水

池、可以踩踏的水车再现着枫林镇的

古建元素；山坡内还藏着幼儿们的秘

密基地，完全根据他们的身高打造，成

人进入时只能弯着腰；鹅卵石铺就的

围墙边设置了种植区、养殖区，各类花

草树木郁郁葱葱，鸽子、兔子、刺猬等

动物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幼儿们在

这里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饲养技

能。总务主任邹伶芝介绍，在建造时，

幼儿园还充分利用农村的资源优势，

从园所周边搜集了随处可见的稻草

绳、木板、竹筒、鹅卵石等，让幼儿们更

好地感受乡间野趣。

“我们还在打造过程中无意间找

到了‘蒙泉’古井的入口。”邹伶芝说，

幼儿园是楠溪高等小学的旧址所在

地，已有百年历史，目前园内留存的一

面建校石碑、一幢文保学堂、一口“蒙

泉”古井和一个“忠孝之门”都被完好

地保留了下来。

“枫林镇是山水之乡，也是耕读之

乡，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内涵，我

们都力求复原，让一个园就像一个村，

使山水文化可视，耕读文化再现。”郑

倩倩说。

盘活资源：一个村就是一个园
当复原完成后，枫林镇中心幼儿

园并没有停止它的生长。

在游戏过程中，幼儿们发现野趣

空间里的鹅卵石小路不够有趣，便重

新设计跳房子、五子棋等游戏模块；山

坡下的几块草坪由于幼儿们的滑草游

戏而变秃，教师们重新播撒了几次草

籽都不见效，幼儿们提出“为什么不种

点东西呢”，教师们这才意识到原来种

植区并不应该被限制在某个区域；园

内的文保学堂被政府修护并重新开放

后，幼儿们搜集老物件为其装扮，并走

街串巷调查采访曾经在学堂里上过学

的老人们，比一比以前的课堂和现在

的有什么不一样，还认真设计了牌匾，

为其重新挂牌……

“很多活动和课程并不是由教师

发起的，场地里的一花一木、一沙一石

都是幼儿们可观可探的内容，自然而

然地就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保教

副主任陈育育告诉记者，这些小小的、

灵活的课程和活动已经成为幼儿园的

常态，“给幼儿一个环境，让他去体验，

给幼儿一个机会，让他去创造，最重要

的是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产生

好奇心”。

教师们也逐渐意识到，充满好奇

的心灵，又岂是一间小小的教室能容

纳，幼儿园所处的乡村正可以成为没

有围墙和屋顶的教室。

因此，当大一班班主任金奕娟发

现幼儿们很喜欢在山坡上玩野战游

戏，但是对于山坡下的秘密基地却兴

致不高，理由是秘密基地里并没有自

己喜欢的东西时，她想起了距离幼儿

园百米左右的惠日寺，浙南红军游击

队曾在此整编为红十三军。于是，她

带领着幼儿们在近在咫尺的红色遗址

中亲身感知和触摸历史痕迹，聆听背

后故事。回到幼儿园后，秘密基地被

幼儿们重新打造，分出换装区、观影

区、模型区和阅读区，每天上演着不同

的红色故事，秘密基地也因此被命名

为“小红洞”，成为该园弘扬红色文化

的最佳场所。

郑倩倩告诉记者，随着古城的复

兴，越来越多的人文景观被开发、修

护，如永嘉名人徐定超的故居、御史

祠、乡村博物馆等地，这些都为幼儿园

提供了最好的课程资源。“我们开发了

‘印象家园’特色课程，以‘知乡貌’‘品

乡音’‘玩乡游’为内容，鼓励和引导师

生打开园门，走进村庄。”郑倩倩认为，

一个村其实就是一个幼儿园，教师们

可以就地取材，让枫林古城成为一个

有生命的玩学村庄。

反哺乡村：“邻里库”的温暖力量
除了山水田园和人文古建，郑倩

倩发现乡村里还有一种非常难得的资

源——邻里“朋友圈”。

“我们幼儿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平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但郑倩倩并

不认为这是一种劣势，“平时老人们闲

在家里，只要有需要他们的时候，都会

非常积极、热心，这样和睦、互助的邻

里关系也为我们盘活邻里‘朋友圈’资

源奠定了坚实基础。”

走出园门，哪家院子里今天酿酒幼

儿们就可以去观摩，一个做素面的邻居

家就是他们的功能活动室，爷爷奶奶养

的羊群是他们动物主题活动下的研究

对象。邹伶芝说，通过家庭间、村社里

的资源流通，幼儿们可以三五成群地到

同伴家、邻居家、村社里一起研究学习。

“这些资源都是邻居无偿提供，因此我们

给它们取名为‘邻里库’。为了增强仪

式感，幼儿还专门设计了‘邻里库’铭

牌，目前已经为17个邻里资源进行了

正式挂牌。”

在郑倩倩看来，更重要的是，“邻

里库”不仅扩展了幼儿学习的空间，还

帮助他们收获了亲密、温暖的邻里关

系，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深

的感情。“比如幼儿们在跟着邻居阿芳

一起学做黄馒头时，了解到她许多励

志有爱的故事，深受感动，便主动向她

学习，将自己做的黄馒头送给孤寡老

人，带去温暖。”

大一班幼儿谷徐伊对徐定超故居

熟门熟路，作为小导游的她，在带着记

者游览故居时，会贴心地提醒，哪里的

门槛比较高，要小心一点。而门槛上

早已贴上了幼儿们的绘画，来提醒游

人小心脚下，类似的绘画作品在村里

的人文景观中也随处可见。“即使能力

有限，我们也希望幼儿们能够努力去

回馈邻里、反哺家乡，通过做小导游、

参与村社微管理、传播枫林文化等力

所能及的方式，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

的力量。”郑倩倩说。

□本报记者 童抒雯

穿上工作服，戴上护目镜和手套，

一只手扶住木锯，一只脚踩住木板，日

前，在杭州市拱墅区红缨学前教育集团

（西岸园）的草坪上，一项为小兔子造新

窝的“大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这是线锯，锯木头的时候要垂

直，不然很容易锯偏的。”“你负责量，

我负责锯。”“在钉钉子前要做好标记，

不然会钉歪的。”……只见工程队里的

队友们有商有量，分工明确，有的计算

木板长度，有的负责将两块木板用钉

子固定住，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

象负责这项“工程”的竟是一群大班的

小伢儿。

“一点儿也不累，我觉得有趣极

了。”6岁的闹闹此时正专注地用线锯把

一块木板锯开。在这里，锯子、锤子、钉

子这些操作难度较大的工具，都变成了

幼儿们的快乐源泉。

走在园区里，关于木工的元素随

处可见：用木桩和铆钉装饰的艺术墙，

专门用来更换表演衣服的美妆间，用

来观察植物生长的小房子……这些都

是幼儿们的杰作。“在现实生活中，幼

儿会遇到许多问题，成人们总是抱着

保护的心态提前把问题解决了。我们

希望幼儿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解

决问题的途径，做木工就是一个很好

的载体。”红缨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黄

静说。

早在2017年，红缨学前教育集团

就开始探索木工教育。黄静至今都记

得最初的木工坊设在一间小教室里，

“幼儿们就在那里敲敲打打，很原始，很

野生，但又很专注。”出于职业敏感，黄

静捕捉到了幼儿与木工之间的“链接”，

“好玩”“真实”“联结”的木工教育理念

在红缨学前教育集团慢慢生根、发芽、

成长。

“在真实的情境中解决真实的问

题。”在黄静看来，木工教育应该和现

实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幼儿投入

木工活动时的动力则来自真实情境

下的需求。于是，一座便于游戏的木

拱桥、一个为小鸟遮风挡雨的鸟窝、

一支随时可以接“订单”的安全维修

队……越来越多的奇思妙想在叮叮

当当声中成形、落地，“当自己的劳动

成果被人看见并使用，幼儿们迸发出

的成就感是木工教育最期待抵达的

真谛”。

西岸园木工坊的负责人覃飞盈介

绍，通过木工活动中的工具使用、预设

主题和生成主题3个阶段，不仅将木工

活动和幼儿园课程相融合，还保证了幼

儿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她表示，无论

是木工活动的开启、推进还是评估检验

阶段，教师都是活动的旁观者，他们把

思考、操作的机会留给幼儿，“在这个过

程中，幼儿变成了主动学习者，教师则

更多地退到他们身后，只在他们需要的

时候给予帮助”。

“有木结的地方要用力才能敲进

去，你一定很痛吧。”“木头，对不起，把

你钉坏了，扔进垃圾桶你一定很孤单。”

“我把一块木头和另外一块木头合在一

起，它们一定很开心。”这是幼儿与木头

之间的对话，在叮叮当当声中，他们不

仅是创作了一件作品，更像是交到了一

个新朋友。

近日，武义县实验小学一（6）班的教室中传来
阵阵喝彩声，原来这里正在上演一出皮影戏。据悉，
这些皮影人物都是学生根据经典文学读物中的形
象，在教师指导下制作的。制作完成后，学生们还根
据文学读物中的剧情片段进行演出。

（本报通讯员 连旭敏 摄）

杭州市钱塘区前进小学：
校园里“驶”来红船

本报讯（通讯员 徐致景）缤纷的气球衬着学生

们快乐的笑脸，热烈鲜艳的背景墙旁一艘木制的画

舫面向东方，在朝阳的映照下闪闪发光……近日，杭

州市钱塘区前进小学“红船之声”活动小广场揭牌启

用了。

为积极响应省关工委“红船向未来，奋进新时

代”青少年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切实增强少先

队员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同时激发奋进新征程、接

续向未来的薪火力量，前进小学引入红船形象，打造

了“红船之声”活动小广场。在这里，学生们可以阅

读催人奋进的书籍，通过VR设备参观全国红色教

育基地，聆听革命故事和先进人物的宣讲，观看精彩

的课本剧表演……

据了解，前进小学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将逐步开设“红船之声”“地球上的红飘带”“前进热

土”“小红花宣讲团”等12门红色育人课程，把红色

精神融入学习和生活。

“保持好奇心！”
中国科学院回信勉励
宁海幼儿园的娃娃们

本报讯（通讯员 赵若希）“你们的作品给我们

航天人带来了很多启示。”“航天的大门为你们敞

开。”近日，宁海县实验幼教集团的幼儿们收到了一

封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回信。园长带着幼儿一起通过

校园广播，分享给了每个人。

此前，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张陆通过直

播为青少年解答困惑。幼儿们看到后表示，自己也

有许多问题想问航天员。于是幼儿园组织了“给航

天员寄信”活动。幼儿们在教师、家长的帮助下，将

“航天问题”制作成册，还写下了祝福语，准备了“航

天作品”。

本以为这些物品寄出后会石沉大海，没想到几

日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

张伟亲手写下的回信就寄到了幼儿园。张伟还在信

中附上了中国航天的邮票，鼓励幼儿们保持好奇心，

保持对航天、对科技的热爱。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小学：
百孝娃传播孝德文化

本报讯（记者 杨 倩 通讯员 王淋玲）日前，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小学举行了百孝娃宣讲团成立仪

式，100名学生通过自荐、同学互荐和班主任推荐，

成为首批百孝娃。现场，省虞舜传说非遗传承人徐

景荣以孝德文化宣讲员的身份，向首批百孝娃讲述

孝子虞舜、孝女曹秋芳的故事，还分享了“父义、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家庭美德，激励百孝娃为虞

舜孝德故事注入新活力。

据了解，百官小学始终把深耕孝德教育作为开

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不断尝试创

新孝德教育载体，传承弘扬孝德文化精髓，引导师生

争做虞舜孝德文化的传承人。

“心中有孝，翰墨飘香”过端午，“回报亲情，小鬼

当家”度中秋，“三做三拜，欢度春节”……每一个传

统节日到来之际，百官小学都会提前精心策划孝德

节日主题活动。每年，学校还会举办孝文化节，以多

样的形式展示学校孝德教育的累累硕果。

在这样的孝德教育氛围熏陶下，“文明知礼、知

恩感恩，以孝为荣、奉献爱心”已成为百官小学全体

师生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从“一个园就像一个村”到“一个村就是一个园”

千年古城里的幼儿园正在“野蛮”生长

杭州市红缨学前教育集团：“小工匠”里藏着大智慧

6月9日，台州市路桥区第四中学开展禁
毒宣传教育。路桥区螺洋派出所党员民警走
进校园，向学生宣传禁毒知识，讲述毒品对人
体健康的严重危害，提高学生识毒、拒毒、反毒
的能力。 （本报通讯员 蒋友青 摄）

禁毒宣传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