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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进幼儿园办“招聘会”

日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星辰幼儿园的

家长助教郭嘉佑的妈妈化身HR，来到中二班举

办了一场“招聘会”。正式“招聘”前，郭妈妈向

孩子们介绍了真实招聘会的流程，即选岗位、填

简历和面试，并以海报形式展示了这次招聘的

“岗位要求”，如小警察要求勇敢善良、乐于助

人，力气大、跑步快；小厨师要求热爱美食、讲究

卫生，会做蛋炒饭等。这些应聘要求，是班主任

和郭妈妈根据班里孩子的生活习惯、技能制定

的，进而让每个孩子都能顺利闯过“面试关”，得

到录用胸章。 （阮飞霞）

“菜单式”送教下乡

连日来，德清县乾元镇第一幼儿园选派骨干

教师陆续前往位于当地齐星村的村园开展送教

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送教呈现“菜单式”

特点：根据村园教师所需，形成“点单”送教，如

“园本戏曲游戏课程开展”“传统文化课程实施”

“环境与幼儿对话区域创设”等；给村园教师提供

学习、研讨的空间；创新座谈内容，组织送教教师

和学习者就活动设计、教法学法以及教学困惑进

行交流。 （胡丽虹）
近日，景宁县民族幼儿园以“亲亲惠明茶”为主题，开展大班采茶实践体验活动，孩子们背上

竹篓、戴上草帽前往茶园采摘中国名茶之一惠明茶。他们还走进鹤溪小学的品茶班和赏茶班，
欣赏茶道表演，了解制茶工艺。

（本报通讯员 陈飞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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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曹可可
记者 朱 丹

9时15分，已经比预定时间晚

了5分钟。雅雅有些着急地望向窗

外。她今天特意打扮了一番，就是

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客人”留下一个

好印象。

这一幕不是发生在雅雅家里，

而是在宁波市鄞州区实验幼儿园。

本学期每周五上午，中班孩子都会

参与“左邻右舍”活动——他们以主

人的身份准备食物与玩具，在教室

里招待“客人”，或者以“客人”的身

份去其他班级。“主人”和“客人”一

起吃东西、玩桌游，或者举办舞会。

无论是“主人”还是“客人”，都对走

班活动充满期待。

“左邻右舍”活动是鄞州区实验

幼儿园“超级四合院”动态教学的内

容之一。早在2004年，该园就开始

探索换班、选修、混龄三种动态教学

形式，开发了以幼儿换教师、选教师

为主线的“走门串户”和“拜师学艺”

活动，以幼儿同龄或异龄同伴交往

为主导的“左邻右舍”和“两小无猜”

活动。

2016年，“超级四合院”研究项

目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基础教育教

学成果一等奖。“我们的‘超级四合

院’充满着和谐、温馨、友爱等人文

气息，让幼儿在其中共同学习、生

活、游戏，开发出具有生活特色的、

注重社会体验的活动内容。”该园园

长陈旦映说。

动态换班，打破班级界限
“如果用自主、开放、多元的现

代教育理念来审视，当下很多幼儿

园都只是一个封闭的小天地：每班

配置固定的保教人员，严格地以年

龄为依据分班……”正是察觉到了

这种教育弊端，陈旦映带领着教师

们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打破班级和

课堂的相对封闭性。

中班孩子参与的“左邻右舍”活

动就是动态换班的一次成功尝试，它

调动了孩子们的同伴资源，让孩子在

走班中扩大交往范围。“在这个过程

中，教师也转变了角色，他们成为‘客

人老师’和‘主人老师’，有效发挥了

群体资源的优势。”陈旦映告诉记者，

对中班的孩子而言，“客人老师”并不

陌生，在第一学期时，他们已经邀请

过不同教师到本班来开展特色教

学。“而这也是‘超级四合院’的内容

之一，即‘走门串户’活动。”

在鄞州区实验幼儿园，一些教

师会在教室门口放置一个邮箱，专

门用来接收其他班级孩子寄来的

邀请信。在这里，教师资源并不是

固定的，孩子们能够以班级的名义

向其他班级的教师写信，邀请其来

自己班级做客。收到邀请信后，教

师也要回信，向孩子们表达感谢，

并约定拜访时间。到访其他班级

时，教师会为孩子们定制一个特殊

的活动，比如讲神话故事，教孩子

们讲宁波话，给孩子们排练舞蹈

等。“不同的教师有着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班级也有不同的氛围，‘走

门串户’就是要让这两者之间发生

碰撞。”在陈旦映看来，“走门串户”

活动更进一步拓宽了幼儿与成人

的交往空间。

动态混龄，培育手足之情
这个学期，当中班的孩子在“左

邻右舍”活动中与同年龄段的小伙

伴互换名片、相互认识的时候，大班

和小班孩子彼此之间早已没有了陌

生感，开始了各式各样的游戏。据

了解，他们正在进行的是“两小无

猜”活动——学期伊始，大班和小班

的孩子进行结对，他们以哥哥姐姐

的身份和弟弟妹妹一起学习、吃饭、

做游戏，一直到学期结束。

让孩子们在活动中充分配合，找

到适合的结对伙伴是“两小无猜”活

动的重要一环。除了根据孩子们性

格、能力等方面指定配对之外，教师

们还会设计一些独具匠心的环节。

比如，让两个年段的孩子分别从图片

中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教师们认

为，选择相同图案的孩子趣味相投的

可能性大，也就更适合结对。

在相处的过程中，孩子们身上

经常会出现超出教师预期的闪光

点：有些孩子平时十分调皮，但是照

顾弟弟妹妹时却细致耐心；有些平

时不太懂得分享的孩子，会特意给

弟弟妹妹带来玩具；有些看似弱势

的小班孩子，反而懂得主动去照顾

比自己大的哥哥姐姐……“两小无

猜”的动态混龄教育模式不仅锻炼

了孩子与不同年龄段同伴交往的能

力，而且让孩子们体会到兄弟姐妹

之间的手足情深，得到了家长们的

认同。

动态选修，发展多元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如何开

发孩子的兴趣爱好却是家长和教师

面临的难题。为此，鄞州区实验幼儿

园借鉴大学自由选课的方式，在大班

第一学期开设“拜师学艺”活动。教

师结合自身的特点与特长设计一门

选修课，经过教研组研究同意之后方

可进行“招生”。为了吸引孩子们参

加自己的课程，教师们还会设计海

报、举行演讲或者亲身试课。

陶艺吧、舞蹈工作室、编织工

坊、剪纸……这些由教师原创的选

修课都可以供孩子们自由选择。此

外，每门课程都有一定的周期，孩子

们在一个学期中可以选择多门课

程。在陈旦映看来，“拜师学艺”在

实现课程内容丰富的同时，更加关

注到每个幼儿的兴趣和需求，满足

幼儿个体化差异。

“事实上，活动的意义远不止于

此。”陈旦映记得，她曾经在陶艺课

上发现有个孩子兴致阑珊，询问后

得知陶艺并非他的兴趣，而是家长

帮他选的。“很多时候，成人总是以

自己的视角去看待孩子，替孩子做

决定，这样的结果很可能适得其

反。”她感慨，随着“超级四合院”活动

的不断深入，家长们正在逐渐转变

自己的儿童观，越来越认同幼儿园

一直坚持的“儿童优先”教育理念。

□邵爱红

对教师来说，每天都在遇见孩子：我们在清

晨遇见，我们在午后遇见，我们在傍晚遇见。孩

子在幼儿园的每一天，都在与教师不断地遇见、

分别、再遇见。

可是，我们真的在“遇见”孩子吗？前不久

发生的两件事，让我对“遇见”孩子有了重新的

认知。

一次，中班孩子正在进行以“汽车”为主题

的活动。为了让孩子们有直观的体验，教师将

小轿车和警车开进了校园。按照以往的惯例，

教师会预设观察的内容，如车灯、轮胎、方向仪

表盘、汽车上的座位等，然后设计观察图表引导

幼儿进行有序观察。在教师们看来，认识了这

些才算是真正认识了汽车。然而，当孩子与汽

车“相遇”，你会发现，那些所谓的预设根本不是

他们感兴趣的：一部分孩子热情地研究起轮胎

来，有的坐着看，有的弯着腰看，有的趴到车子

底下看，有的伸出手掌触摸轮胎凹凸的花纹；还

有一些孩子饶有兴致地开始寻找汽车里的数

字，并一个接一个地记录在观察纸上。

诗人纪伯伦曾说过：“不要因为走得太远，

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当上述这一幕发生时，我才明白，在

课程出发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遇见”孩子，也忘记了因何而

出发。好的学习一定来自儿童的兴趣，那些在成人看起来

不那么重要的东西，甚至无用的东西，恰恰点燃了孩子们学

习的火花，支持他们付出不懈的努力完成自己的研究。

另一件事发生在春日的一个上午，大班孩子根据自己

的喜好去观察幼儿园里的树。突然，一个孩子高声叫起来：

“我发现一棵假树，它是假的！”紧接着，好多孩子迅速向那

棵“假树”移动。

“真的是假树吗？”

“你看，别的树都有棕色的树皮，它却是光溜溜的，而且

树的颜色也很浅。”

“我觉得可能是真树，只不过它的树皮像叶子一样脱落

了，也许过几天树皮就长回来了。”

“是假树，现在已经是春天了，别的树都长叶子了，但它

还是光秃秃的。”

“你们别吵了，如果是真树，它一定是有生命的。”

“什么样的树才是有生命的树？”在一旁聆听孩子们讨

论的教师好奇地问。“有生命，就是它会生长，会长叶，还有

花，有的会结果子。”“老师，我们可以再等等，看看它到底会

不会长叶子，如果会长说明它是真树。”

于是，这棵被一些孩子认为是假树的紫薇，每天接受着

孩子们热情的关注，频频出现在观察本上。经过大半个月

的等待，紫薇的枝头终于冒出一丝新绿。“老师，是真树，证

明我们是对的！”这一天，惊喜、激动、兴奋和好奇、失落、沮

丧，不同的神情，不同的情绪弥散在不同的孩子身上。

当一位教师能够“遇见”儿童的想法、问题、假设和推

理，实际上就决定了儿童能够经历什么样的学习。在这件

事上，儿童运用经验进行真与假的解释，向同伴传递自己的

想法，预测研究结果，核对事实细节，通过符号绘画、记录观

察结果，为所完成的研究工作接受和承担责任，从而获取有

质量的学习。

师者，既承担了社会赋予的独特使命，又是照亮每个孩

子独特童年的点灯者。每一次的出发，我们或许都需要看

看：孩子正站在哪里？孩子想往何处去？孩子想用怎样的

方式完成他们的旅程？唯其如此，师者与孩子，才能一路相

随，一路“遇见”。

□本报通讯员 金 兰

“炸碉堡”“踩尾巴”“钻城门”“翻

山越岭”“小牛拉车”“抬西瓜”……光

听这些名字，就知道都是些好玩的游

戏。“但你可知道，这么多游戏都是孩

子们用同一种农具‘竹编长簸箕’创

编出来的。”绍兴市越城区孙端镇中

心幼儿园园长郑国娟得意地说。近

来，该园尝试以孩子们自主玩、合作

玩的方式生发游戏项目。

“竹编长簸箕”对大多数孩子来

说比较陌生，而孙端镇中心幼儿园的

孩子们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认

识了这种农具。一次，有位爷爷背着

一个“竹编长簸箕”来园接自己的孙

子。当时他的孙子正在户外场地上

玩游戏，爷爷就放下簸箕看着孙子玩

耍。可谁知，周围的孩子不约而同地

围向他身边的簸箕，好奇地看啊，玩

啊……

于是，该园教师针对如何巧加工

“竹编长簸箕”，和孩子们一起探讨

“怎么样才好玩”。孩子们觉得动起

来更好玩，他们讨论的结果是在簸箕

下面装上轮子。然而，善于观察的孩

子发现，由于簸箕是竹编的，轮子无

法直接安装，在教师的指导下，孩子

们先在簸箕底部装上一块木板，再给

木板装上轮子；又有孩子提出，如果

有根绳子可以拉簸箕就省力了，进而

又产生了在簸箕上加根粗绳子的点

子。就这样，对“竹编长簸箕”的加

工，在孩子们的观察和思考下不断生

发，又在操作互动中改进。

之后，这个簸箕就成了教师和孩

子们玩具加工的原材料。“尤其是大

班孩子，他们创编了许多意想不到的

玩法，既有适合独自玩的，也有同伴

合作玩的。”郑国娟介绍，有把双脚踩

在簸箕里面，双手扶住簸箕挑担的地

方，左右摇摆的；有将肚子贴在簸箕

里，上身和四肢都露在簸箕外面，用

双手划动前行的；有将屁股坐在簸箕

里，双手扶在簸箕两边，双脚交替前

行的；有拽住绳子拉着簸箕，尽情地

奔跑的……“孩子们玩法各异，不仅

自己玩得开心，还向同伴展示了自己

的玩法。在合作玩的过程中，孩子们

可以合力抬起盘腿坐在簸箕中的同

伴；也可以两两用力，把簸箕倒过来

罩在头顶，蹲着往前走；还可以一个

孩子拽住绳子用力拉着簸箕跑，其余

孩子追踩系在簸箕后面的绳子。”郑

国娟举例说。

在农村，类似“竹编长簸箕”的农

具有很多。为了让孩子们更喜欢玩、

更有的玩，郑国娟带领教师团队不断

对农具资源进行深入挖掘，扁担、背

篓等都被逐渐投放到户外体育游戏

中。在她看来，这些农具蕴含了丰富

的教育资源。孙端镇中心幼儿园曾

经承担了“民间体育游戏课例”区域

性展示活动，其中两节由该园教师执

教的体育活动就向与会者展示了竹

筛和竹梯强大的游戏功能。

“你想玩，他也想玩，人多了怎么

办？”“有了伙伴，玩什么？怎么

玩？”……当孩子们在游戏过程中碰

到问题或困难时，孙端镇中心幼儿园

要求教师鼓励孩子自主协商解决。

“这样一来，孩子们参与游戏的积极

性会更高，遵守规则的度也更强。”郑

国娟补充说，“孩子们在游戏中玩得

怎样，也由他们自主评价，如同一组

的孩子会从‘遵守规则’的角度评价

其是否犯规，从‘参与的积极性’的角

度评价其是否开心等；不同组的孩子

会比较‘哪个游戏更好玩’，从而促使

大家想出更好玩的游戏。”

农具也可以这样“玩”

﹃
遇
见
﹄
你
的
孩
子

畅玩绘本 “戏”出精彩
□本报记者 叶青云 通讯员 吴 燕

“绘本故事不仅好听，而且好玩！”5月11日，海盐县六一幼

儿园的户外场地上热闹非凡，原来是该园幼儿正在畅玩绘本衍

生游戏。

今年，六一幼儿园在绘本节常规活动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个

新环节——以绘本为载体，将绘本元素融入游戏，开展“原创绘

本游戏”系列活动。活动前期，该园教师根据不同年段幼儿的特

点挑选绘本并设计绘本游戏，如“搬过来搬过去”“赛龙舟”“螃蟹

夹球”“打怪物”“彩虹花送愿望”等游戏分别由教师在《搬过来搬

过去》《粽子里的故事》《螃蟹奇遇》《走开，绿色大怪物》《彩虹色

的花》等绘本内容的基础上原创而成。

为了激发孩子们参与绘本游戏的兴趣，让孩子们既“自游自

在”又“戏出精彩”，该园协同家长一起收集旧物，师幼合作制作

游戏所需要的材料，有的把废旧的鞋盒做成踢踏鞋，有的把竹竿

和旧床单做成搬运工具，有的把废旧窗帘裁剪缝制成“毛毛虫”

袋子，有的把废旧轮胎装饰成障碍物……

一张张洋溢着快乐的笑脸印证了这次活动的有效性。例

如，孩子们最喜欢的“打怪物”游戏，因为有了前期绘本阅读经验

的铺垫，孩子们一看到“大怪物”就瞬间燃起了“打败大怪物”的

斗志，完全进入游戏情境中。在园长许林芳看来，孩子们不仅在

游戏中体验到了合作与交往的快乐，而且提高了动手能力、想象

力和创造力。

“超级四合院”：让教育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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