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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名片

冯伟群，中共党员，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现为
杭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
园（幼教集团）总园长。曾
获浙江省“春蚕奖”、浙江
省教科研先进个人、杭州
市劳动模范、杭州市教坛
新秀、杭州市学科带头人
等多项荣誉。

“勤奋、积累、幸运”，
是她对自己过去30多年学前教育工作的概括。其间，她在语
言领域、科学领域、园本课程、儿童游戏、个别化学习、环境建设
等各个方面展开研究。课题《基于混龄角色游戏中3~6岁幼儿
亲社会行为的实验研究》获省教研课题成果评比一等奖；《三条
通道 四项策略：幼儿园课程生活化的实践研究》获省教育科学
优秀成果评比三等奖；主持并执笔的20余篇教学研究成果在
省、市、区获奖；《中大班幼儿个别化学习项目的设计与实践》等
多篇研究成果在核心期刊《学前教育研究》及各类幼教杂志上
发表。近年来，她撰写出版了《幼儿教师临场应变技巧60例》
《发现·生活——幼儿园生活学习课程的设计与实践》等书籍，
还参与编著了《宝宝入园行为指导手册》，广受好评。

□常 存

“‘发现’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每一天；期待与

众不同、充满变化的每一天；获得纯真快乐且有

价值的每一天。”从事学前教育30个春夏秋冬，

冯伟群至今说起她的愿望，依然简单得像是园

所里的那些樱桃树，因为教育原本就是一场细

水长流的遇见，是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更是一

场“爱”与“发现”交织的坚守。

13年的一线教师经历，13年的业务副园长

经验，5年前成为有着4个园区、45个班级的幼

教集团总园长……在冯伟群眼中，她和教师们

用心打造的杭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就如

同黑柳彻子在《窗边的小豆豆》里描绘的“巴学

园”，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充满爱意，快乐且有价

值的成长空间。

发现：在耳边用爱倾听童真
和“巴学园”的小林校长一样，冯伟群带着

爱的情感倾听孩子，而后转化成了细心的观察、

耐心的沟通，以及数年如一日的陪伴。1986

年，她入职第一年就成为全托班班主任。从周

一到周五，这一群3岁左右的孩子都住在幼儿

园，这里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家”。回忆起30

年前的这个班，冯伟群恍若昨日。班里有着个

性迥异的孩子，比如，特别调皮总是喜欢“欺负”

同伴的男孩、内向忧郁依恋情绪严重的女孩，这

些被她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细心观察和沟

通，寻找问题的根源。18岁的她，像妈妈一样用

爱关心、呵护着这些孩子。

“除了爱，智慧和包容也十分重要。”在冯

伟群看来，拥有智慧的教师，会捕捉到孩子的

每一个细微变化和情绪；懂得包容的教师，能

够接纳不同家庭，并在差异化的家长中达成教

育的共识。多年来，她天天与心理书籍为伴，

并参加心理咨询师培训获得了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资格。

发现：在教学中看天马行空
在冯伟群的课堂上，“发现”是永恒不变的

教学方法。在她看来，孩子们可以在滚草地、玩

石头中发现自然的秘密，可以在学唱京剧、剥番

茄中发现生活的秘密，也可以在原创绘本故事

中发现自己的秘密。于是，她的科学活动《沙和

土石》、语言原创绘本活动《你对我来说很重

要》、社会活动《你是第几组》等经典课堂多次公

开展示，并在市、区获奖。

她班上的孩子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大树之

间架设的空中索道中任意穿梭；可以三五成群

地来到大马路上观察来往的车辆或附近的工

地；可以经常体验在菜场、超市购物的生活；可

以在任何一个角落作画；可以整个半天与蚂蚁

为伴……只要孩子乐意，她便陪着他们一起

“疯玩”。“看似天马行空的玩，背后是孩子探索

发现的天性以及对知识的渴望。”她认为，真实

生活情境就是孩子学习最鲜活的课堂。从一

线教师到业务副园长，再到园长，“发现·生活”

是她一直倡导和坚持的课程理念。

发现：在绿色教育中播种发芽
杭州市府机关幼儿园凝聚着好几代幼教人

的心血，而冯伟群也被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

多样的环境熏陶着。自1999年担任业务副园

长以来，她在传承与创新、思考与发展中不断

“发现”。2002年与团队共同确立了“绿色教

育”的办园思想，倡导在自然主义可持续发展的

教育下实践导向性的创新教育，让孩子在幼儿

园的每一天快乐且有价值。

她在研究中不断前行，将“发现”这颗种子播

撒在“绿色教育”的土壤之中。从2004年的省规

划课题《幼儿园发现式主题课程建构的行动研

究》到获省课题成果三等奖的《三条通道 四项策

略：幼儿园课程生活化的实践研究》，到2014年

“生活学习”园本课程被评为浙江省优秀精品课

程，再到2015年发行出版《发现·生活——幼儿

园生活学习课程的设计与实践》，冯伟群和她的

团队不断地将“绿色教育”思想融入“发现生活”

园本课程中。此外，他们根据问题进行与课程

有关的“成长档案”“幼儿发展评价”等研究纷纷

获奖，而她也被评为浙江省教科研先进个人。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她和团队中的优秀教师成

立了“你很高兴遇见你”名师工作室，进一步提

升教师的专业能力。

冯伟群所崇尚的自然式教育不断地推动着

以儿童为本、以实践为导向的创新教育。而“发

现生活”让孩子们在真实生活情境中亲身经历，

在“全生活、真生活、会生活、趣生活”的过程中

表现、表达、创造、成长。在这样的理念支持下，

她和团队将环境作为重要的学习资源——看似

不起眼的树屋，需要孩子探索如何攀爬；原本荒

芜的墙边小径变成了挑战体能的阵地；沙池边

上的鹅卵石水渠里时常有泥鳅、螃蟹出没……

同时，她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让孩子在发现、质

疑的讨论式学习中开展项目主题课程，如“树

皮”项目、“走进博物馆”项目、“抱抱”项目、“咿

瑟音乐节”项目等。

如今，“发现”这颗种子在“绿色教育”的土壤

里已经生根发芽，即将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而

冯伟群内心的念想却十分朴素：希望孩子们每一

天都能尽情玩耍，有期待的事情，有新奇的发现，

有安全感地生活，不断获得成长与成功的喜悦。

□冯伟群

活动目标
1.通过操作感知一定空间内的物体与物

体之间是有间隙的。

2.学习科学、有序、合理安排空间的思维

方式。

活动准备
1.每4人为一组，每组一个空瓶，一把小

勺，一箩筐鹅卵石（9块）、一杯小石子、一杯沙

子（3种合起来能装满瓶子的最大量）。

2.小组记录纸、大记录纸、笔。

活动过程
一、比较鹅卵石、小石子、沙子的不同

1.指导语：这里有什么？请你们看一看、

摸一摸、玩一玩，鹅卵石、小石子、沙子有什么

不同？

2.幼儿操作讨论，然后集体交流。

3.小结：沙子很细碎，能流动；小石子小

小的，摸起来比较扎手；鹅卵石大大的，圆圆

的，很光滑。

二、集体讨论

1.提问：你们能把这些鹅卵石、小石子、沙

子都装到这个瓶子里吗？你觉得先装什么比

较合适？为什么？（出示大记录纸，记录集体讨

论的内容）

2.讲解记录方法。

指导语：你们已经分成了红、黄、蓝、绿4

个组，可以按刚才讨论的顺序去装，也可以用

其他顺序装，先在记录表上记录好。如果组里

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记录在下一行。

3.各小组把自己的猜想记录下来。

三、第一次操作

1.指导语：现在请你们根据记录试一试，

看哪组能把所有的材料都装完。如果所有的

材料都装进瓶子里面，那就是成功了，在记录

表“成功”栏上打钩。

2.注意的问题：一是幼儿进行小组成员分

工，有人动手做，有人记录结果；二是注意拿石头

时要轻拿轻放，舀沙子时应小心，不要散一地。

3.幼儿分组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把鹅卵石、

小石子、沙子装到一个瓶子里，并在表上记录。

4.讨论。

提问：有没有把材料都装进瓶子里？你们

是怎么做的？（教师把各组的做法记录在大表

内，引导幼儿发现问题）

指导方法：引导幼儿观察某一组的瓶子里

鹅卵石之间的空隙后，讨论怎样装可以把缝隙

填满。

小结：帮助幼儿梳理把材料从大到小合理

装进瓶子的方法。

四、第二次操作

1.幼儿尝试将材料按从大到小的顺序合

理地装到瓶子里面。

2.幼儿分组展示自己成功的顺序，讨论交

流成功的原因。

3.教师边实验边小结。

五、猜一猜

1.指导语：现在瓶子都满满的了，请大家

猜一猜里面还能不能再装东西了？

2.幼儿猜测讨论。

3.教师实验：在装满的瓶子里倒水（原来

水可以把更小的缝也给填上）。

4.结束语：引导幼儿在生活中合理摆放物品。

平凡中的感动
□杭州市下城区教育督学 浙江省特级教师 杨 蓉

与冯伟群很熟悉，因为我们同处一个区、一个片，两园之间直线距离不

到两站路；因为杭州市府机关幼儿园是我教育督学的责任园；因为她是杭

州市名师班学员，而我有幸做了她5年实践导师……

平日里见到冯伟群总是一脸淡淡的微笑，附和着彬彬有礼的问候。得

知她2013年得了一场大病，但事后见面却依然如故，似乎不曾发生过，她就

是这般淡定从容。而这背后却流传着感人的故事，即便是养病期间还心系

幼儿园暑假基建，着实令人敬佩。每学期开学和结束、每季度专项督学，我

都会走访市府幼儿园，她总是如数家珍般向我介绍园所新变化。记得去年

9月开学走访，一见面她就滔滔不绝说开了：食堂添置了大型自动化蒸饭

机，米饭口感更好了；那幢房子增加了一部户外楼梯，是紧急疏散时的备用

通道；户外游戏场地重新调整，堆了山坡、挖了地道、建了树屋，让孩子们流

连忘返……在我眼里，冯伟群就是一位处处为孩子们谋幸福的好园长。

每学期片内联动教研，她会与教师们一起研修，而市府幼儿园教师执

教的活动总是令人耳目一新。她引领教师聚焦课程改革，许多展示现场给

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为追求“让孩子们在幼儿园的每一天快乐且有价

值”“让培训成为教师最大的福利”的美好愿景，一直在努力践行着。冯伟

群在市府幼儿园30年，无论当教师，还是做业务副园长、集团总园长，她懂

得既要维护和传承市府幼儿园的好口碑，又要与时俱进拓展新课程，在课

程建设中始终坚持“让幼儿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生活”。在我眼里，冯

伟群就是一位为教师专业成长谋幸福的好园长。

走在“发现”之旅中的幼教人
□杭州市基础教育研究室教研员 浙江省特级教师 汪劲秋

每次想到冯伟群，脑海中便浮现出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优雅而又笑

意盈盈地扑闪着，仿佛正不断捕捉着她满满的“发现”。30年前，花样年华

的她毕业分配到了杭州市府机关幼儿园，在这座堪称杭城最优质的园所中

开启了自己的“发现”之旅。

初时的“小冯老师”是快乐的“孩子王”。每当接手一个新小班，她就

关注着孩子们的“哭哭笑笑”，帮助他们顺利度过入学适应期；在日复一

日的带班活动中，她饶有趣味地与孩子们一起讲故事、捉迷藏、数高楼、

过家家；转眼到了毕业季，她会为孩子们长高了、懂事了、能干了而由衷

地高兴，又会为即将与朝夕相伴的这些“小人儿”分别而不舍地抹泪。正

是在如此平凡的工作中，冯伟群开始感悟到，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值

得探索与发现。

一路“发现”，“冯老师”便成为了“冯园长”。每天清晨，只要工作行程

允许，她都会站在幼儿园门口迎接孩子们来园，透过那一张张小脸，捕捉每

一个孩子的“小秘密”；日间，她穿梭在不同的园区，谋划着怎样更好地支持

孩子们的“发现”；向晚，她书桌前的那抹灯光又会久久地亮起，写出了《幼

儿教师临场应变技巧60例》，总结了园本课程实践经验《发现·生活——幼

儿园生活学习课程的设计与实践》，记录下自己和幼儿园近15年来让“发

现”贯穿儿童教育的思考和研究历程。

回望冯伟群这30年从教的春夏秋冬，我看见的是一位孜孜不倦行走在

“发现”儿童之旅中的幼教人。我想，此番旅程必将带给孩子们和她自己无

比的幸福。

有理想、有情怀的好园长
□浙江师范大学幼儿师范学院副院长、幼教集团副总经理

浙江省特级教师 王 芳

印象中的冯伟群豁达干练。

记得一次教研活动，我来到了她接手并全力打造后的杭州市府机关幼

儿园，着实让我有些震撼。美自不必说，环境处处为了孩子的发展着想，一

看就是一个有教育理想和情怀的人在做环境。新、老房子处理得相得益

彰，户外场地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有限的环境里充满着历史和自然的气息，

孩子很喜欢，我也喜欢，也爱上这里的环境。

第二次震撼是伟群幼儿园的新书推介及课程展示活动。首先打动我

的是会场布置，充满着人文气息，令人耳目一新；再见她们潜心研究的课程

理念，生活中学、规则中养、探索中寻、行动中知，让我觉得她是一位能充分

理解教育内涵的有智慧、有作为的好园长。她和她的团队不断践行着先进

的理念，坚持不懈地探索着自己的课程体系。

她管理的多家幼儿园都有声有色。然而，她的才能并非只有了管理，

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她带头研究，亲自上课，付出超常的努力，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出书、发文、展示……伟群不断积累，不断成长。

虽然我与伟群的交集并不多，但她是我敬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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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课堂

大班科学活动：沙和土石

□杭州市下城区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浙江省特级教师 俞春晓

“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把它迁

移到教育教学上，可以理解为“教育的基本原

理是极其简单的，但演绎表现的路径和方法可

以多样”。而这一科学活动恰恰就表达了这样

的理念。

科学教育的材料来源于生活。这个科学

活动的材料非常质朴，石头、沙子、小勺、瓶子

都是孩子们生活中常见的，也经常拿来操作和

游戏。挖掘这些材料里蕴含的不易被注意的

科学现象和原理，体现了教师有目的、有计划

地对儿童发展的引导和推动，这是冯伟群所坚

持的“生活学习”理念的具体表现。

科学教育是动手动脑的过程。儿童阶段是

直接经验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们对事物的认识

建立在与环境、材料的互动中。这个活动为孩

子们提供了非常充分的动手机会，同时这些操

作基于儿童先期的假设和预测，使操作从随意

走向思考，能促动孩子不断观察反思自己的操

作并进行调整，从而体会到科学是一种“研究”。

科学教育是一种态度和方法的教育。教

育是推动儿童完整发展的过程，科学教育尤其

要重视科学态度和思维方式的培养。在这个

科学活动中，冯伟群没有着力在某个知识点的

掌握，而是让孩子在实践中感悟事物之间是有

空隙的、空间是可以合理安排的等道理。这些

是伴随孩子终身的能力和态度，也正是这个教

学活动的价值所在。

专家点评

专家评课

大道至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