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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红宇

风车元素的建筑造型、园门口温

馨舒适的“暖心小屋”、“儿童友好”的

户外游戏场地和绿化空间、宽敞明亮

的开放式建构功能室……新近建成的

缙云县东渡实验幼儿园，让每个走进

此处的人眼前一亮。“这所新建的幼儿

园不仅设施齐全，活动也很丰富，孩子

在这里很开心。”东渡镇社区居民陈女

士说，家门口有如此优质的幼儿园，周

围原本打算送孩子到县城入园的家长

改变了主意。

这样的变化，正是缙云不断深化

学前教育改革、促进学前教育普惠优

质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缙云以

创建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为契

机，持续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与服

务，真正实现了让更多孩子享有普惠

学前教育的美好愿景。

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
满足群众“上好园”需求

2023年9月8日，缙云县壶镇镇

左库村党支部副书记宋建洪带领部分

村民来到县教育局，将锦旗递到局领

导手中表示感谢。锦旗上写着“幼儿

园公办有保障，方便百姓更实惠”，道

出了当地老百姓的心声。

原来，当年为解决部分偏远山区

民办园撤并后幼儿就读问题，县教育

局新增了4个公办点位，左库教学点

就是其中一个。目前，左库教学点共

有27名幼儿，设有1个教学班，并按规

范配足配齐了保教人员。“新增公办教

学点后，收费标准降低了，办园标准却

提升了。”宋建洪表示，现在村民们对

左库教学点的设施、办学环境、伙食等

方面都很满意。

在缙云，像左库村一样实现在家

门口就能“上好园”的地方还有很多。

在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看来，县委、县

政府的政策保障为学前教育蓬勃发展

提供了强劲支撑。从2021年开始，县

委、县政府就把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

创建当作重点工程来抓，推出一系列

硬核举措：连续3年将创建写进县党

代会报告和县政府工作报告，连续4

年将学前教育资源扩容列入“十大民

生实事”；成立以县长为组长的创建工

作领导小组，形成“周调度、月研究、季

督查、年考核”的工作机制；出台《缙云

县关于加快学前教育规范普惠发展的

实施办法》《缙云县学前教育发展第四

轮行动计划（2021—2025年）》等政策

性文件，系统谋划缙云学前教育发展

的宏伟蓝图。

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之后，缙云

打出一整套“组合拳”。针对学前教育

公共资源相对吃紧的问题，缙云不断

完善经费投入机制，优化公办幼儿园

网点布局。近3年，全县累计投入项

目资金3.2亿元，新建改建公办园28

所，新增240个班级、7200个学位，基

本形成布局合理、均衡覆盖的公办园

服务体系。面对县域内民办园低、小、

散的状况，缙云推动小规模民办园主动

申请退出，同时积极帮助关停幼儿园

妥善利用闲置场所。近两年，全县柔性

撤停低、小、散民办园50所，公办园在

园幼儿占比从2021年的30.21%提升

至86.47%，乡镇（街道）公办中心园建

成率从66.67%提升至100%。

“数据背后是缙云教育人的努力

和付出。”县教育局副局长胡玮敏感慨

地说，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有园

上、就近上、上好园”的期待，创建过程

中的所有艰辛都是值得的。2024年

10月，县教育局举行学前教育答谢仪

式，为当年已完成撤停注销的37所民

办园举办者颁发纪念章。一枚枚金色

的纪念章不仅是对撤停幼儿园过去岁

月的肯定和致敬，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与祝福。

探索集团化办园
从“一园好”走向“园园优”

坐落在平均海拔800米左右的偏

远乡村，缙云县大洋镇中心幼儿园的

园所文化相对单调乏味，办园质量始

终起不来。直到2024年7月，大洋镇

中心幼儿园被纳入缙云县机关幼儿园

的帮扶片区，幼儿园的办园质量才迎

来了转机。

指导大洋镇中心幼儿园重新

规划活动场地，创设更有童趣

的园所环境；梳理当地的

可用资源和茭白文化特

色，帮助幼儿园建设“高

山新儿童”园本课程；

每个班级进行一对一

结对帮扶，提高教师的

教学能力……从接到帮

扶任务的那一天开始，

机关幼儿园园长徐艳芳

就组建专门的帮扶团队，助

力大洋镇中心幼儿园迅速成

长。经过多次线上线下的密切沟

通和协作，大洋镇中心幼儿园的环境

创设、课程架构、内涵文化等各方面都

实现了华丽蝶变。3个月后，国家学

前教育普及普惠县省级督导评估组的

专家站在大洋镇中心幼儿园的园所文

化长廊前，不由得称赞：“在这么偏远

的乡村，给4个班的孩子创设8个功能

活动室，可见这所幼儿园的用心。”

农村办园点也曾是缙云学前教育

发展的一个短板。由于位置偏远、生

源不稳定，其办园条件、发展规模、教

师队伍、管理水平等各方面均受限制，

成为全县学前教育的一块洼地。为

此，缙云创新“1+X”集团化办园模式，

发挥8个集团总园辐射引领作用，实

施“六位一体”协同管理模式，推进县

域内城乡学前教育理念共享、资源共

用、质量共进、协同发展。“集团化办园

是缙云的一步‘关键棋’。通过这一模

式，缙云有力地推动了优质学前教育

资源城乡流动。”胡玮敏透露，目前缙

云实现了集团园辐射到每一所乡村幼

儿园，使原本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洼

地变成平地，并逐渐向高地靠近。

走进缙云县壶镇幼儿园碧水园，

一座色彩亮丽的教学楼映入眼帘：灰白

的青砖为主基调，点缀以明快的黄色、

橙色和绿色，显露出幼儿园活泼又充满

童趣的氛围。从2022年创园开始，壶

镇幼儿园碧水园就成为壶镇幼儿园教

育集团的分园，走上集团化办园的快车

道。在集团教育资源同享受、规章制度

同完善、园务管理同规范、教师专业同

成长、保教质量同提升的“五同”管理

下，壶镇幼儿园碧水园从一个新建移民

库区幼儿园迅速成长为省二级幼儿园，

实现高标准起步、高质量发展。“以名园

带动新园，让新园植入名园基因，是实

现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的良好途径。”壶

镇幼儿园教育集团党支部书记、园长吕

敏萍说，集团通过多途径帮扶指导片区

幼儿园，带动整个壶镇片区、前路乡、三

溪乡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形成壶镇片

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强带弱、共

同发展”的教育格局。

聚焦内涵建设
打破“千校一面”

身穿统一的服装，流畅自然的拍

球、运球和传球，随着音乐灵活变换的

队形……缙云县东方镇幼儿园幼儿们

动感大气、规范利落、整齐划一的篮球

表演，引得围观群众掌声雷动。两年

前，就是这所幼儿园的篮球宝贝表演

团登上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舞

台，精彩呈现了园所的篮球特色。

在走好“普及普惠”路的基础上，

如何推动幼儿园朝着更加优质的内涵

式方向发展？这是每个缙云学前教育

人都在不断思考的问题。为打破县域

内幼儿园“千校一面”的局面，缙云以

“办好一所园，赋能一座城”为指引，实

施精品园建设工程，推进优质园创评

工作，致力于打造一批特色鲜明、文化

多元的高品质幼儿园。县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县已培育省现代

化幼儿园3所、省一级幼儿园6所、全

国足球特色幼儿园7所。

在缙云，人们可以看见各具特色

的幼儿园遍地开花：缙云县新碧街道

幼儿园依托开发区丰富的高新企业和

人才资源，探索优质资源“引进来”和

“走出去”；缙云县新建镇中心幼儿园

聚焦当地的耕读文化，形成了“乡约农

趣”的课程特色和具有江南韵味的环

境特色；壶镇幼儿园教育集团将“壶镇

‘探宝’”园本精品课程创作成绘本并

出版，展现了幼儿的想象力和缙云美

食的魅力……

与此同时，探索“老幼共融，代际

互动”的实践场景也是缙云学前教育

践行“办好一所园，赋能一座城”理念

的具体实践。“您是第一次来的‘新同

学’吧？”“我记得您，您是第二次来的

‘老同学’了。”3月13日下午4点，距

离放学还有1个小时，缙云县新区未

来幼儿园园长陈伟妃在音体室门口与

前来的十几个老年人逐一握手。他们

都是本园幼儿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也被亲切地称为“云朵奶奶”。每周四

晚托时间，这些在门口翘首等待的祖

辈家长可以提前1个小时入园和幼儿

一起活动。“和孩子们一块上课，我感

觉自己年轻了几十岁！”68岁的“云朵

奶奶”徐志桔参加完当晚的音乐游戏

后，开心地说。从“儿童友好”到“全龄

共生”，缙云正在为老幼两代人搭建一

座共融共乐的桥梁。

2024年10月，缙云接受了国家学

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创建的省级评估，以

38项评估指标37项合格、1项基本合

格的成绩，顺利通过了省级评估，交出

了“缙有善育”的暖心答卷。“接下来，

我们将持续推进学前教育发展，全力

建设更加公平、更加普惠、更高质量的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奋力谱写‘学

在缙云，幼有善育’的美好篇章。”缙云

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章建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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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费含英

近日，经历了一晚上打雷、下雨

的恶劣天气，湖州市第三幼儿园怡

和园区突然停电了，教室里变得黑

漆漆的，这让来到幼儿园的幼儿们

都异常兴奋。于是，教师利用透明

的塑封纸、纸盒子和手机给幼儿在

黑黑的环境中播放了一段全息投影

的视频，这引起了幼儿们关于全息

投影的讨论。通过多种渠道寻找材

料，了解科学知识，根据自己的设计

图制作全息投影……一场关于全息

投影的项目化学习就这样展开了。

“项目化学习能够有效尊重幼

儿的主体地位，促进幼儿创造力和

思维能力的提升。”园长曹懿介绍，

幼儿园开展项目化学习源于一个偶

然的机会。2020年寒假结束刚刚

开学，白鱼潭园区大一班很多幼儿

因为流感请假。面对流感的常态

化，幼儿们能做什么？怎样科学有

效地保护自己不被感染？在幼儿提

问的基础上，师幼一起商议，尝试设

计了一款自动手部消毒器。经过为

期1个月的项目实践后，他们成功

制造出一款自动手部消毒器。为了

更好地宣传预防疾病、扩大项目化

学习的影响力，幼儿园以路演的方

式分园区进行巡回推广。“这种特殊

的展示方式，给幼儿们种下了好奇

的种子。”据悉，这款自动手部消毒

器还获得了湖州市项目化学习成果

展示活动展评一等奖。

幼儿园以“万物可期，生生不

息”的办园理念为指引，努力提升幼

儿积极探索、创新实践的学习品质，

这与项目化学习育人目标不谋而

合。就这样，幼儿园于2020年开始

了项目化学习的实践。在课程建设

上，幼儿园整合形成了“万物可期”

园本课程，分别指向万物可思、可

学、可玩、可爱、可生、可探，促进幼

儿全面发展。其中，“万物可探”就

是指向项目化跨学科学习。与此同

时，幼儿园注重挖掘主题活动中、游

戏中、生活中项目化学习的痕迹，抓

住活动中幼儿感兴趣或者有意义的

问题和情境，鼓励幼儿探究。

幼儿园活动的基本方式就是游

戏。在游戏中，幼儿能够更加自主、

放松地表达表现自我。为了助推幼

儿深度学习，教师帮助幼儿开展游

戏下的项目化学习。比如在“游戏

中的帐篷”项目中，教师为幼儿提供

了扭扭棒、柳条、纱布、黏土、掉落的

花朵等大量的材料支持，还在春游

中组织幼儿和家长一起捡树枝、拾

花瓣，亲子制作春日帐篷。幼儿沉浸

在帐篷制作和露营游戏中，专注力和

思维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如今在幼儿园的每一个园区

里，每一处空间都跃动着思维的火

花，仿佛置身于一个个奇妙的“儿童

研究所”：走廊转角处悬挂着幼儿们

设计的智能电梯模型，大厅里陈列

着落叶清扫车原型，种植园里精巧

的鸟窝与自然融为一体……“幼儿

园将以项目化学习为支点，聚焦社

会对创新性人才、科技性人才的需

求，构建幼儿与自我、他人、自然的

和谐关系。”曹懿说。

湖州市第三幼儿园：“万物可探”的学习有滋有味

□杭州市红缨学前教育集团副园长
林 玲

在杭州市红缨学前教育集团西岸

幼儿园壹粒园区，有一处专门为孩子

开辟的艺术空间，名叫“玩纸吧”。在

这里，我们希望每个孩子的每种艺术

表达都被看见；在这里，我们希望每个

孩子的艺术表达都被支持；在这里，我

们希望孩子发展的是艺术，又不仅仅

是艺术。

想打破常规样态的艺术专项活动

室，我们选择先从原来的空间布局着

手，展开了“去柜”行动。所谓“去柜”，

就是将原本在这个空间预设的各种艺

术内容与相应的材料柜、操作桌全面

撤除。顿时，“玩纸吧”原来开阔、明朗

的样子回来了，整个空间回归到了开

放自然的状态。

什么样的艺术空间才能让每个孩

子的艺术灵感迸发？我认为，一定是

让孩子跟大量材料充分接触，又没有

约束的空间才更能激发创作灵感。

于是，我们决定“玩纸吧”只能投放

纸。一场“填纸”行动就此展开。在

“填什么纸”“怎么填纸”上，我们可是

下足了功夫。在纸张选择上，从不同

颜色、多种功能、丰富质地3个维度

出发，共选择了报纸、宣纸、厨房纸、

雪梨纸等 16 种纸张。在投放方式

上，将纸张通过长短不等、大小不一的

撕剪处理，并以统一投放、自然混合、

直接平铺的方式充盈整个空间的地

面，让“玩纸吧”艺术空间释放出“来玩

纸吧”的邀请信号。

为了让孩子们在“玩纸吧”能够更

本真、更个体、更多元地进行艺术创

作，我和教师又对活动规则进行了商

议，最后我们达成了“3个0”的共识，

那就是：给孩子的束缚是“0”，给孩子

的示范是“0”，给孩子的规则是“0”。每个年段的孩

子都有其独特的艺术想法，都是创作的主导者。教

师要做的就是在这样一个不设置玩法规则的环境

中，发现每个孩子多元化表达的喜好。

基于此，走进“玩纸吧”的孩子充分享受到了创

作的自在与自由。孩子可以自主决定怎么玩，自在

选择在哪玩，自我调控玩多久，自由邀请和谁玩。其

实，释放了孩子，也就解放了教师。在同一个空间

里，打开界线的孩子产生了无数个创作灵感。被解

放的教师，更是看到了每一个充满创作想象力的孩

子。他们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每个孩子想创作

什么、如何创作，以及新的创作需求：“小班的那个孩

子把各种纸不断围在身上，是想要做一条能穿的纸

裙”“大班的那个男孩蹲在地上剪纸条，其实是在用

它们拼他最新认识的汉字”“还有那群孩子不断地跑

东跑西，原来是在找硬的材料辅助让纸变得有造

型”……就在这种“你玩、我看”的松弛状态中，我惊

喜地发现，教师开始看懂每个孩子的需要。

当教师学会了辨识孩子的创作需求之后，他们

开始灵活地变换身份，生成各种策略支持孩子创作

灵感的再生长。有时，教师是材料搬运工：当孩子对

制作纸裙感兴趣时，提供一个模特假人，让孩子的创

作更有情境趣味；再提供一面落地镜，让孩子能够直

观地欣赏自己作品的全貌；还提供一些裙子设计的

大海报，进一步支持孩子深层次的创作灵感。有时，

教师是作品呈现的设计师，将一个孩子拼字的作品

贴到一旁的落地玻璃上，协助孩子开展相互模仿、对

称轴连剪、相近字等创作。也有教师化身为游戏升

级的开发者，将不同颜色的彩纸组成一块“画布”，画

笔则是双手或是手中的小刀。路过的孩子、教师或

家长，可以通过撕折、刻画等方式进行创作。

在21天的探索中，“玩纸吧”艺术空间里诞生了

171段视频、2047张照片，总结出15种支持策略。

“玩纸吧”转变的过程，是教师具身体验孩子艺术创

作从“僵”到“活”、艺术教育指向从“偏”到“全”的过

程，更是每个孩子创作力量彰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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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好“普及普惠”路 答好“幼有优育”卷
缙云全力推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