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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第二幼儿园园长
唐燕迎

如何搭建起一支有生命力的教

师队伍？要实现学前教育高质量发

展，就必须回答好这道必答题。

新教师在入职初期往往会感到

茫然与焦虑，师徒结对模式能够让

新教师尽快进入角色。但以往的师

徒结对仅仅是简单的“传、帮、带”，

缺乏学习共同体的特质，常常表现

为“只见聘书不见行动”或“只见行

动不见成效”。嘉兴市第二幼儿园

（以下简称嘉兴二幼）的教师队伍建

设从“常见”着手，重构师徒结对内

涵，突破思维定式，将平凡小事做出

非凡效果。

一、时空对接，实现陪伴式成长
一般而言，师徒结对的周期多

为一年，而且师徒双方常常分设在

不同年段、不同园区，缺乏共同学习

与研究的时间与空间。

为此，嘉兴二幼采用“按需分班

三步走”的方式进行结对。第一步，

先与新教师交流，倾听其专业需求与

发展方向，并绘制出一张专业发展路

线图。第二步，面临新一轮分班的骨

干教师根据路线图选择徒弟，徒弟与

新师傅进行对话，达成一致。第三

步，师徒同班，实现全周期、全渗透、

全领域的结对模式。这样的师徒结

对以发展共同体为取向，有助于打破

教师之间的隔阂，长程陪伴与全息对

话成就新教师的成长。

二、项目推进，实现共生式成长
在传统的师徒结对模式中，徒

弟常常处于被动参与的状态。嘉兴

二幼的师徒结对实施项目化学习，

采用“平行项目”与“滚动项目”两种

学习方式。新教师参与到一个个精

心设计的项目中，强调在真实情境中

师徒合作完成，在驱动问题中解决困

惑，在成果导向中评价跟进等。

所谓“平行项目”，是指同一个领域中不同维度

的学习内容，达成既定领域扁平式全覆盖，形成新

教师的专业全素养的培养模式。例如，生活活动分

为餐点、盥洗、午睡、来离园等，师傅引导徒弟观察

每天重复的各个生活环节，关注保教融合，提升徒

弟在生活环节中的获取关键信息与专业回应能力。

所谓“滚动项目”，指的是在同一领域中设置梯

度的学习内容，达成进阶的理解与运用，形成新教

师精准化的培养模式。例如，聚焦教学活动项目可

以分为“三个阶梯”：第一阶梯自选内容，由徒弟进

行现场教学，师傅阐述教学中的观点；第二阶梯主

题确定内容自选，同样由徒弟进行现场教学，师傅

阐述主题背景下教学活动的实践思路；第三阶梯主

题确定内容确定，由徒弟与师傅同台教学，关注师

幼的互动性和倾听支持的有效性。

三个不同的梯度，给予不同的任务，在内容上

从教学的“点”到主题的“线”，在专业素养上从显性

的教学设计到隐性的教学智慧。师徒各自突破思

维定式，在新任务、新问题中合作成就，在碰撞中共

同成长。

三、资源转化，实现共赢式成长
师徒结对模式不仅要关注整体性推进，更要关

注个性化成长。师徒各自发挥优势，徒弟也可以成

为师傅。如徒弟的信息技术水平优于师傅，就可以

成为“信息师傅”，提升师傅的信息应用能力以适应

新时代的教育信息变革。通过“夸夸我眼中的师

傅/徒弟”的方式发现各自的亮点，使得师傅与徒弟

之间形成亲密的情感链接。

师徒结对应建立一种互动、互补、互助、互信的

关系，积极寻求彼此专业与内心的“重建”与“更

新”，构建教师专业成长的新生态，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代表着未来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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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抒雯

竹编帽笠、竹编小船、竹编筛子，甚至

还有竹篾编织的“时装”……当记者走进德

清县千秋幼儿园市心府园区的美工室时，

宛如置身于一座竹编博物馆，琳琅满目的

手工艺品令人赏心悦目。出乎意料的是，

这些竹编制品大多都出自这里的幼儿和教

师之手。

“先是压一压，再是挑一挑”，口中念着

口诀，操作台上的“小篾匠”们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艺术创作”。只见细细长长的竹篾在

幼儿的手中一压一挑，经纬交错、点线成

面。不一会儿，一艘艘竹编小舟像是变戏法

似的跃然呈现。

千秋幼儿园市心府园区地处翠竹丛

生的莫干山脚，对于这里的幼儿来说，漫

山遍野的竹林就是他们的童年记忆，每到

岁末，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添置竹编的手工

艺品。“我爷爷就是在山里砍竹子的。”“我

家里有爷爷编的竹筐。”……幼儿们说起

竹编，像是谈论自己的“老朋友”。在园长

钱晓娴眼中，这样的耳濡目染不仅让竹编

有了更自然的情感土壤，也能加深幼儿与

家乡之间的情感链接，更是对乡土文化的

传承和守护。

竹编，素有“指尖上的芭蕾”之称，属于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把竹编融入课程

中，钱晓娴邀请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编

传承人马引娣送课进幼儿园，不仅向幼儿讲

述竹编故事、讲解竹编技艺，还手把手教幼儿

制作竹编艺术品。钱晓娴认为，教师的专业

素养提升是保持非遗课程持续性的关键。为

此，非遗传承人除送课外，还参与了园内的教

研活动。

竹编工艺复杂，尤其需要细心和坚持，

“竹篾编织的过程对幼儿的观察能力、动手

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都有要求”。钱晓娴

介绍，为了让所有幼儿都参与到竹编活动

中，该园根据幼儿的发展规律，分学段设置

活动，小班幼儿以了解竹编文化、欣赏竹编

作品为主，到了中大班，幼儿则可以拿起竹

篾一试身手了。

据了解，竹编项目活动是该园在“民俗

润心、薪火相传”园本特色课程上的一次生

动实践。为了让幼儿更好地感受民俗魅

力，每年5月，该园都会举办“薪火节”，通

过开展扎染、竹编、植物拓印等活动，让幼

儿浸润式学习非遗文化，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

“文化的传承从来都是鲜活且具有温度

的，非遗技艺之所以能代代相传薪火不绝，是

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钱晓娴认

为，非遗活动不仅生动有趣，更能满足幼儿的

好奇心，激发山里娃的家乡情，真正实现传统

文化的薪火相传。

德清县千秋幼儿园：

片片竹篾巧翻折 编成山娃“薪火梦”

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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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浙”里幼儿园教师专业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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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湖市乍浦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钱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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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丹丹

“幼儿园老师就是带孩子的，不

需要多高的学历”……类似“扎心”的

话语，00后男生冯琛经常听到。在

杭州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学习时，

他就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我未来的

职业出路在哪里？”毕业一年后，冯琛

说：“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据统计，像冯琛一样的幼儿园专

任教师，全省目前有15.56万人。他

们有的是刚入职的新教师，有的是工

作10余年的骨干教师，还有的是承

担管理工作的园长……虽然角色有

差异，但是专业成长是他们绕不开的

共性话题。岁末年初，记者采访了6

位幼儿园教师，抓取他们专业成长过

程中的关键词，试图穿越痛点、难点

和堵点的迷雾，找寻幼儿园教师专业

成长道路的起点、支点和落点。

关键词：融入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不愿

意跟别人说，我是幼儿园老师。”说起

刚工作时候的困惑，杭州市西湖区政

苑幼儿园枫桦东路园区教师冯琛坦

言，比起工作技能的不熟练，自身对

职业的认可度低更加困扰他。

在西湖区学前教育指导中心组

织的新教师培训班上，冯琛引起了班

主任高敏的注意。“新教师就像一张

白纸，我们要为他们着上西湖学前

教育的底色。”高敏认为，助力职初

教师成长的第一步是帮助他们建立

职业归属感，获得专业自信。担任

小组长、主持人，参加演讲比赛……

舞台多了，冯琛变得忙碌起来。为

期一年的新教师培训班的衔接式学

习，成了他教师生涯起点上最浓墨

重彩的记忆。

律师、心理咨询师、幼儿园园长、

一线骨干教师等都成为新教师培训

班的讲师，“培训内容围绕教师需求

动态变化，让新教师听得懂、用得

上”。西湖区学前教育指导中心负责

人沈颖洁将新教师培训概括

为“点单式培训”，这也是西

湖区学前教育打造教师友好的专业

成长生态的一个缩影。

通过新教师培训，冯琛重拾自

信，“西湖区学前教育大家庭就是我

的靠山，这里充满温暖和向上的氛

围”。从新手教师到班主任，冯琛用

了一个学期。“哗啦喜欢看书，小叶

子踢足球时很投入，小米以前喜欢

扎丸子头现在喜欢扎马尾……”讲

起班上的幼儿，冯琛如数家珍。从

开始的手忙脚乱，到现在的扎辫子

高手，他骄傲地说：“现在我只要手

一摸头发，就知道是哪个小朋友。”

在幼儿园教师群体中，像冯琛

一样的男教师曾经是“孤独”的。

2015年，西湖区幼儿教师联盟成立，

聚焦男教师的关键专业素养，精准

开展各类研修活动，助推男教师专

业成长。联盟目前有53名成员，西

湖区的男幼师不再孤独。“盟主”张

引江本人正是一个典型的男幼师专

业成长“模板”：从一线教师到副园

长，再到负责区域内教师科研管理

的教研员。

放眼全省，这并非个例。平湖市

乍浦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钱晓伟还有

一个身份——“平湖市幼儿园男教师

成长团”成员。私下里，他们管自己

的成长团叫“平湖男团”。从刚毕业

时的茫然无措，到2021年主持嘉兴

市第三轮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总结暨

课改成果展示活动，钱晓伟对自我角

色的定位慢慢发生变化，并逐渐找到

发展方向。这得益于“平湖市幼儿园

男教师成长团”园本培育、导师带教、

进修学校联研三者整合的培养模式

和同行者的互相鼓舞。

关键词：成长
采访中，记者发现，写论文、做课

题犹如一座高山横亘在许多幼儿园

教师专业成长路上。但总有一些人，

可以翻越高山，看到更美的风景。

“2019年杭州市中小学和幼儿

园教学研究评比一等奖”“2023年杭

州市融合教育课程调适专题论文评

比三等奖”“浙江省特殊教育德育工

作优秀实践案例”……杭州市西湖区

象山幼儿园教师高爽手上厚厚的一

沓荣誉证书，记录着她聚焦融合教

育，10余年埋头深耕专业发展的成

长历程。

2017年新学期开学，一名发育

迟缓的幼儿进入高爽的班级。第一

次接触特需儿童，她还没来得及忐

忑，就收到了许多家长的“投诉”。在

一遍遍耐心解释中，高爽也意外收获

了自己的科研起点。特需儿童的保

教工作不仅要求教师更加耐心，还需

要更多专业知识的指导。在不断的

学习中，高爽将案例变为论文，将日

常保教变为研究课题。

之所以能快速找到科研的切入

点，是因为在高爽背后，有西湖区学

前教育指导中心科研部的全力支

持。针对幼儿园教师专业素质能力

的复杂性，科研部从源头出发，配备

8位科研导师，从选题指导到课题走

访再到最终成文，科研导师全程手把

手辅导，深入参与教师的科研工作，

见证了一位又一位普通教师走上科

研道路。

在扎扎实实举措的浇灌下，西湖

区幼儿园教师的科研工作结出累累

硕果。2023年，西湖区幼儿园教师在

杭州市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学研究（基

教）论文评比中获奖25篇。在近两年

的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评比中，

西湖区幼儿园教师获一、二等奖，有6

个课题获2023年省教育科学规划课

题立项。

1月17日，在嘉兴市秀洲区吴越

幼儿园，一场教师研修活动正在热烈

开展，这也是一年来“唐燕迎名园

长工作坊”开展的第 7 次研修活

动。从最初保教日记上不知道写什

么到如今将保教日记写进现场，写入

课程建设，吴越幼儿园的教师团队在

专业上的飞跃进步，园长吴爱红都看

在眼里。

担任园长17年，吴爱红始终将

教师队伍建设放在首位。2017年，

吴越幼儿园刚开园时，只有5名本地

幼儿报名。面对教师来源复杂、基础

薄弱，缺乏专业培训和学习等难题，

吴爱红不断奔波争取，在内提升教师

凝聚力，向外链接各种专家资源。这

所低起点的幼儿园快速发展，2023

年获评浙江省现代化学校。吴爱红

也被评为秀洲区名校长、第六批嘉兴

市中小学名校长培养人选。

2022年，嘉兴在全市35所乡村

薄弱学校成立“三名（名校长、名师、

名班主任）工作坊”，其中幼儿园有3

所。不同于一般的结对帮扶，“三名

工作坊”通过跨区域联盟，从农村幼

儿园自身需求出发，不再是单纯的输

送成果而是深挖生产力，为农村幼儿

园的造血能力赋能，最终目标是惠及

每一位教师，从整体上提升教师队伍

的专业素质。

关键词：突破
“我都不好意思参加同学聚会。”

在民办幼儿园工作了10余年后，张

闻菊感觉眼前一片模糊。反观进入

公办幼儿园的同学，考编、评职称一

路稳扎稳打，不知不觉间已经与她拉

开一大截差距。

2017年，吴越幼儿园落成招聘

新教师，张闻菊果断报名。“感觉终于

步入正轨，看得到方向了。”落后的十

几年，张闻菊用 6 年迎头赶上了。

2023年，她获评秀洲区第十八批学

科带头人、获“最美教师”提名奖，并

通过高级教师的职称评定。

虽然错过了考编，但是如今的张

闻菊内心已然和解了。秀洲区通过

“事业编制+合同制”的方式破解幼

儿园教师编制不足的难题，出台《关

于规范幼儿教师工资待遇的实施意

见》，建立合同制教职工薪酬动态调

整机制。目前，全区公办幼儿园实

现非在编教师的全口径收入不低于

在编教师的75%。“稳定的教师队伍

是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前提。”

秀洲区教育体育局党委委员顾蔚

说。2023年，秀洲区在全省率先实

现镇中心园省一级园全覆盖。

从教 35 年的吴晓东始终保持

着对专业的敬畏心，即便她已经担

任园长近20年，带领云和县实验幼

儿园从1个园所发展到拥有6所分

园的教育集团，构建起可共享、可

推广的“云和木玩游戏”课程模式，

获得浙江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

扎根山区学前教育数十载，吴

晓东认为，教师的专业成长需要舞

台，而教师具备自己给自己搭舞台

的理念更加重要。近年来，为鼓励

优秀教师扎根山区海岛安心任教，

浙江在教师职称评审中增设“定向

服务岗位”。去年年底，省教育厅发

布《2023年浙江省中小学正高级教

师、中等职业学校正高级讲师人员

名单公示》，吴晓东名列其中。

道虽迩，不行不至。在省教育厅

教师工作处处长牟凌刚看来，幼儿园

教师队伍建设要从教师来源、教师准

入、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队伍培育等

方面协同发力，构建富有生命力、蓬

勃向上的教师成长发展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