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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红宇

金秋十月的绍兴“童趣”盎然。在越

城区安桥头村，孙端街道中心幼儿园大

班的幼儿化身“驻村小导游”，用稚嫩的

声音向参观者讲解。在上虞区丁宅乡，

上虞区爱弥儿幼儿园和丁宅乡中心幼儿

园的幼儿在田间收割成熟的作物，体验

丰收的喜悦……

这一帧帧充满生机的画面，正是绍

兴市全域探索学前教育高质量普及普惠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绍兴跨越传统幼

儿园办学的“围墙”，创新打造学前教育

优质发展共同体，探索实践“城+乡”“园+

村（社）”“园+N”等多种类型的学前教育

优共体样态，用学前教育反哺美丽乡村

和未来社区建设，推动实现家庭、幼儿

园、村（社）的共生共赢，打造全环境儿童

友好育人新生态。

突破：一场城乡幼儿园的“双向奔赴”
提到绍兴农村园的提档升级，“提质

二十条”无疑是关键之策。

从2018年开始，为了让农村园全力

提高办园质量，绍兴成立了专家团队，针

对师资力量偏弱、内涵提升不强等现象，

编制《绍兴市农村幼儿园提质二十条》并

于2020年正式下发，明确275所农村园

为实施对象，掀起了农村园提档升级的

热潮。

“埋头走路是办不出乡村好园的。”

在绍兴市教育局学前教育办公室主任陶

琼看来，如果说“提质二十条”解决了农

村园发展不够快的短板问题，那么打造

学前教育优共体则给绍兴农村园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活水”：农村幼儿园与城区

省一级幼儿园组成“城乡1+1”学前教育

优共体，通过城乡幼儿园双向互动、合作

共进等方式，实现园务管理、师资培训、

课程建设及园所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优质

发展。

诸暨市暨阳街道浣纱幼儿园教育集

团是一家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而诸暨市

东白湖镇元培幼儿园位于山区，是一所

只有几个班规模的农村幼儿园。2022

年开始，两所园组建城乡优共体合作单

位，推动双方携手并进、共同发展。借

助浣纱幼教集团的教研优势，元培幼儿

园在师资力量优化、文化理念梳理、课

程构建实施等方面都得到显著提升。

“在浣纱幼教集团的指导下，我们的课

程环境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变，同时也构

建了更加科学的自然教育理念。”元培幼

儿园园长陈厅俞说。与此同时，元培幼

儿园也努力盘活农村在地资源，邀请东

白湖镇的传统匠人走进幼儿园和幼儿一

起参与传统手工劳作。而这得天独厚

的场域资源也为浣纱幼儿园教师和幼

儿所用，拓宽了学校的教育空间和课程

场域。如今，元培幼儿园这所偏远的

农村园，已经成为城区教师和幼儿

的热门游学点。

这样双向奔赴的优共体在绍

兴还有很多。绍兴市自2022年发

布《关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背景

下学前教育优质发展共同体建设

的指导意见》以来，实现“城乡1+

1”学前教育优共体全覆盖，培育市

级示范性城乡优共体单位8个。

融合：一个村（社）滋养一所园
除了推进城乡幼儿园双向互动，

绍兴市还鼓励幼儿园打破原有教育空间

的限制，将目光投向所在的村镇或者社

区，打造“园村（社）1+1”学前教育优共

体，盘活当地自然、人文、社会资源，将其

合理转化为幼儿园“活教育”课程实践内

容，实现园村（社）共融发展。

安桥头村是鲁迅先生的外婆家，同

时也是绍兴市首批乡村振兴先行村。

这里处处留存着鲁迅童年的足迹，也蕴

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然而长期以来，

毗邻该村的孙端街道中心幼儿园缺乏

与乡村和村民的对话联动，导致幼儿与

乡村疏离、幼儿园发展与乡村振兴脱

离。为了打破村园之间这堵“看不见的

墙”，孙端街道中心幼儿园和安桥头村

于2022年结为首批“园村（社）1+1”学

前教育优共体。孙端街道中心幼儿园

立足园所特色，整合村里适合幼儿的游

戏场地、活动材料、人文景观等资源，开

发了“亲亲外婆家”系列课程，让幼儿在

“没有围墙”的幼儿园沉浸式体验乡土

文化。

充当“小游客”，乘坐彩绘乌篷船观

看水上社戏表演；体验“小设计师”，亲手

制作关于鲁迅外婆家的宣传海报；扮演

“小村主任”，在儿童议事会上提出自己

的想法……如今，孙端街道中心幼儿园

的幼儿每周都可以来到安桥头村，自己

选择驻村身份，在亲历、体验和探究中成

长。“园村（社）优共体模式，看似是园村

联动为幼儿成长护航。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村也变得更有活力了。”安桥头村党

总支书记宣明德表示，园村深度融合不

仅为村里带来了流量和人气，也让乡村

变得更加美好。

截至目前，绍兴市已经累计开发台

门、石桥、故居、田地、山林、村史馆、历史

街区等七大类幼儿游戏生活体验场，帮

助幼儿真实感受村（社）风土人情、民间

游戏、地方人文等，破解了小园资源匮乏

困境；鼓励园村（社）合力开发活动课程、

制作研学路线等，反哺村社发展。

一段时间以

来，书圣故里社区

的木雕师傅谢成

富最期待的就是

来到绍兴市继昌

幼儿园。和小朋

友边做木工边聊

天的时光让他觉

得格外温馨。继

昌幼儿园与书圣

故里社区结成“园

社1+1”学前教育

优共体后，以社区

空间为教育场，开

发了“台门探访”特

色活动。活动中，幼

儿们受到台门主人

的邀请定期走进老

台门，感受“台门生

活半日居”；幼儿园

也邀请台门里的爷

爷奶奶走进幼儿园

参与园内活动，讲讲

“老绍兴”的故事。

“现在幼儿园的小朋

友对书圣故里的文

化更加了解了，讲起

故 事 来 都 头 头 是

道。”继昌幼儿园园

长谢荣美由衷地感慨，园村（社）优共体

的建设让幼儿与周围世界的联结更密

切，也提升了社区居民尤其是老人的幸

福感和获得感。

联动：一体构建协同育人“生态圈”
在打破空间、理念和资源的“围墙”

之后，绍兴市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以

“园＋N”优共体为载体，进一步尝试打通

部门与县域边界，构建以儿童为中心、园

家村（社）及多部门协同联动的育人“生

态圈”。

回想起与上虞区爱弥儿幼儿园合作

的缘起，上虞区丁宅乡党委委员、人民武

装部部长胡一峰依旧深受感动。今年6

月的一天，爱弥儿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

长余照君和丁宅乡中心幼儿园园长许海

燕推开了胡一峰办公室的门，向他详细

介绍“1+1+N”学前教育优共体的具体内

涵。余照君表示，两所幼儿园以自然教

育理念为核心，在原本共建“城乡1+1”学

前教育优共体的基础上，联动家长、社

区、跨区域同质学前教育优共体等，共同

打造学前教育协同育人新样态，并希望

丁宅乡也加入其中。认真听完介绍之

后，胡一峰立马联系了虞南农事服务中

心等相关企业单位的负责人，共同商议

合作事宜。

丁宅乡的加入无疑扩大了优共体的

育人圈。此外，在有着“四季鲜果之乡”

美誉的丁宅乡，乡里的桑果园、桃林、稻

田、现代农业种植厅都成为幼儿园天然

育人场所。更让余照君感到惊喜的是，

虞南农事中心为优共体提供了一大块责

任田。经过研讨之后，爱弥儿幼儿园发

起了“我在丁宅有分地”活动，提出以家庭

为单位认领一分地，并以此为纽带设计了

农场实践、家庭微时光、家长沙龙等系列

活动，面向优共体成员单位开放。“田里真

好玩，我还想去田里逛逛。”10月的农事活

动刚结束，丁宅乡中心幼儿园小班幼儿跳

跳就迫不及待地跟妈妈丁月萍分享自己

对种植活动的喜爱。

越剧是嵊州的一张文化金名片。嵊

州市红旗幼教集团以越剧文化为资源载

体，联动嵊州市越剧艺术学校、越剧小

镇、城南小学、罗星幼儿园组成了跨城

乡“园村（社）1+N”的优共体，打造以幼

儿园为圆心的社会共育圈。“越剧文化本

来就是我们园本课程当中的一块特色内

容，现在有了这个优共体平台，孩子们对

越剧艺术、越剧文化的探索就更深入

了！”红旗幼教集团园长裘海燕透露，嵊

州市越剧艺术学校二年级的学生还会与

幼儿园小班幼儿结对3年，在毕业时联合

完成毕业剧目。

机制创新带来了办园质量“蝶变”。

目前，绍兴市已经培育了12个“融城乡、

跨领域、多质态”的市级示范性学前教育

“优质发展共同体”单位。2年间，新增10

家农村幼儿园成功创建为省一级幼儿

园；省二级及以上优质幼儿园覆盖面提

升近30个百分点，达88%；所辖6个县

（市、区）全部通过国家县域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督导评估认定，全国唯一。

“未来，绍兴将进一步探索学前教

育优共体新样态，完善学前教育跨层

级、跨系统、跨区域的提质扩面机制，撬

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为共同富

裕与乡村振兴、为中国式现代化全域实

践先行探路。”绍兴市教育局二级调研

员杨涛说。

□本报记者 廖钗勤

日前，海宁市黄湾镇中心幼儿园举办

了一场趣味盎然的“重走长征路”活动。

活动中，幼儿们身着迷彩短袖，手拿地图，

兴致勃勃地扫“地雷”、穿“森林”、爬“雪

山”，闯过一个又一个关卡。

“我们以定向游戏理念为核心设计了

这场活动，把课堂搬到自然里，让孩子们

通过定向游戏感受红军长征的不易。”海

宁市黄湾镇中心幼儿园园长陆国梅介绍，

黄湾镇位于海宁东南隅，素有“定向小镇”

的美誉。如何将当地的优势体育项目改良

为适合幼儿身心需求的游戏？黄湾镇中心

幼儿园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已经走了12

年，并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

创建适合幼儿游戏的境与物
定向游戏脱胎于定向运动，它是一种

以地图和指南针为工具，以寻找和探索为

目标的游戏活动。黄湾镇中心幼儿园巧

妙利用周边的自然资源，精心打造了一片

海塘定向游戏场地。这片场地紧邻幼儿

园，由沙地、树林、土坡、草地等自然地貌

构成，为幼儿提供了一个充满探险乐趣的

游戏空间。

在“重走长征路”活动中，记者见证了

教师们巧妙运用海塘定向场的自然景观，

设计出一系列寓教于乐的游戏环节。在

扫“地雷”游戏中，教师们将硬币藏于沙地

之中，引导幼儿手持金属探测器，像小侦

探一样寻找宝藏；在“森林迷宫”环节，教

师们在树林中精心布置了迷宫，并将小红

旗隐藏于迷宫的某个角落，让幼儿根据图

示寻找目标；在爬“雪山”这一有挑战性的

关卡中，教师们将胜利的小红旗插上坡

顶，鼓励幼儿拉着从土坡顶端垂下的绳索

勇敢攀登。这些游戏环节不仅锻炼了幼

儿的体能，更培养了他们的勇气和智慧。

地图在定向游戏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为制作出幼儿们能够轻松读懂的地

图，教师们让幼儿亲自参与到地图设计中

来，鼓励他们观察校园环境，将校园中的

标志性元素描绘下来。基于幼儿的简笔

画，教师们对地图进行了改良。于是，一

幅幅既充满童真又科学合理的地图诞生

了。地图上，羊圈中的小羊正悠闲地吃

草，土坡上幼儿欢快地滑下，脸上洋溢着

灿烂的笑容；土坡旁是沙地，沙地上满是

金黄粗糙的沙子……在此过程中，幼儿初

步掌握了关于单位和方向等生活知识。

“现在幼儿们读地图能力让我惊讶。他们

一拿到这份地图，就能迅速通过观察标志

物，指出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教师虞春

萍感慨地说。

追求幼儿的体、智、心协同发展
让幼儿在自然中玩得开心，是黄湾镇

中心幼儿园开发定向游戏的初衷。然而，

教师们的愿景不止于此。他们希望，幼儿

们在生动的定向游戏中不仅能够锻炼体

能、启迪智慧，还能得到心灵的滋养和情

感的教育。

在“重走长征路”的主题活动中，教师

们巧妙地设计了“我为祖国送祝福”环节。

在这个环节中，幼儿们被邀请在心形的卡

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并将卡片贴在印有

祝福语的展板上。经历了寻找物资、清扫

“地雷”、攀爬“雪山”等一系列挑战后，幼儿

们对长征这一艰苦而伟大的革命壮举有

了初步的感知。在这一刻，幼儿纷纷踊跃

地用他们稚嫩却真诚的笔触，写下自己的

名字，向祖国表达他们纯真的祝愿。

活动结束后，教师们鼓励幼儿借助画

笔来描绘和表达他们在游戏中的所感所

悟。幼儿们的作品多样而生动：有的展示

了游戏的步骤序列，有的描绘了自己爬

“雪山”的紧张时刻，还有的则记录下了他

们心中最为难忘的场景。大四班的幼儿

云云向记者展示了她的画作，并分享了画

作背后的故事：她在“森林”迷宫中迷了

路，尝试了两三次仍未能找到小红旗，直

到一个同伴为她指明了正确的路线，她才

如愿以偿地找到小红旗。“我在迷宫里浪

费了不少时间，真是遗憾。”云云表示下次

她会更加仔细地观察，争取做得更好。

因为定向游戏，黄湾镇中心幼儿园的

幼儿在身体素质和智力发展方面取得了

显著进步。通过追踪幼儿们的成长轨迹，

幼儿园欣喜地发现，一大批幼儿在各类竞

赛中崭露头角、屡获佳绩，并踏上更宽广

的舞台。此外，学校还与嘉兴市内的其他

5所幼儿园携手成立了“定向游戏”研究联

盟，共同致力于推动定向游戏向更深、更

高层次发展，培育出更多健康阳光，活泼

好学的“海塘娃”。

□绍兴市教育局
陶 琼 范琳玲

提升幼儿园教育内涵质

量是当前学前教育优质发展

的关键所在，也是充分满足人

民群众“入好园”需求的前提

保障。绍兴坚持以游戏为基

本活动，擦亮“让每一位儿童

眼里有光”的绍兴学前教育金

名片。

“园+校”整合专家资

源。近年来，绍兴整合省、市

内外高校资源，通过院地合

作，发力人才培养，完善管理

策略，优化工作路径，推动区

域性学前教育改革发展。

2019年，由南京师范大学学

前教育专家团队领衔指导的

“上虞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提

升‘校地合作’建设项目”正式

启动。2022年，越城区与华

东师范大学签订院地合作项

目，邀请华东师大专家教授、

名师来越城授课送教。2023

年柯桥区联手浙江师范大学

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专家团

队，围绕区域保教质量提升达

成院地合作。

“城+乡”联动区域优

势。绍兴市教育局用足城乡

优质教研资源，全市紧抓“共

同成长”主题主线，通过政府

牵头、高校指导、专家引领、园

际实践“四位一体”建设幼儿

园“城乡优质发展共同体”。

2022年绍兴出台了《关于共

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背景下学

前教育优质发展共同体建设

的指导意见》，市县两级教育

行政部门每年培育“优质发展

共同体”示范团队，以点带面，

推进各级共同体单位创新师

资交流新模式、课程共建新样

板，实现考核、培训一体，党

建、文化共融。

“园+村”发挥隐形合

力。“活教育”思想强调大自

然、大社会是支持儿童成长

的资源和环境。绍兴全市域

践行“活教育”思想，努力拓展、挖掘带有

浓浓绍兴味的教育资源，利用幼儿园周边

村庄、社区等自然和人文资源开展教育实

践，为“越课程”建设注入生命力。绍兴成

立“共同富裕背景下绍兴学前教育园—村

（社区）共生发展模式研究”课题组，创新

推出学前教育园—村（社区）优共体模

式。该模式鼓励幼儿园突破有形的围墙，

以幼儿园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与幼儿

园所在村（社区）组成“1+1”优共体，盘活

当地自然、人文、社会资源，合理转化为幼

儿园“活教育”课程实践内容。发挥村（社

区）的隐性教育功能和价值，在幼儿园质量

提升的同时实现幼儿园与村（社区）资源共

享，治理共建，文化共融。

下一步，绍兴将以贯彻落实国家《“十四

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为契机，继

续谋划好公办园扩面、农村园提质、师资队

伍建设三件事，深入推进全市学前教育高质

量发展，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幼有优育”的

美好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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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幼儿园“没有围墙”
绍兴创新打造学前教育优质发展共同体

海宁市黄湾镇中心幼儿园：“定向游戏”把课堂搬进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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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继昌幼儿园的幼儿在书圣故里景区当“小小导游”。

绍兴市上虞区爱弥儿幼儿园的幼儿向茶农了解茶叶制
作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