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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老师、园长妈妈，你们快看，我

可是今天的‘擂主’呢！”

6月6日，对于诸暨市牌头镇中

心幼儿园的大班男孩球球来说，是特

别难忘的一天。他在该园的“守擂

节”上不仅体验了“东南西北”“青蛙

跳荷叶”“萝卜蹲”等10种好玩的传

统游戏，而且还在3个游戏中赢得了

“擂主”称号，最终成为班里累计得

“擂主”次数最多的孩子。

“球球这孩子平时在集体教学活

动中总‘坐不住’，是教师眼里的特别

关注对象。然而，只要一进入游戏情

境，他就会变得非常认真，即便是要靠

耐心与细心完成的‘创意折纸’项目，

他今天也都做到了。”“园长妈妈”寿丽

娟对记者说。

与牌头镇中心幼儿园一样，诸暨

的众多幼儿园近年来一直都在探索

适合本园孩子发展的游戏课程或活

动。无论是城区、乡镇幼儿园，还是

村点幼儿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目

标：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游戏中体验

快乐、收获成长。

从城区到乡村，因地制宜
“自《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颁布以来，‘幼儿园要以游戏为基

本活动’早已成为教师们的共识。然

而，老园区位于老城区，占地面积小、

专用室缺乏且现有专用室场地较小

等因素，大大影响了幼儿园游戏的开

展。”诸暨市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总

园长姚爱清坦言，“老园如何焕发新

活力”是该园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面对

的发展困境。近年来，该园尝试让每

一个班级的活动室实现“一区两用”，

即平时为班级日常教学、区域游戏所

用，而不同班级的活动室又承载了建

构、益智、美工、生活实践、角色活动

等专用室的功能。“这样一来，既解决

了硬件上的难题，也满足了幼儿对游

戏的需求。”姚爱清说。

庭院式的环境、原生态的沙池、

从山涧引流而下的水渠、就地取材的

教玩具……在距离诸暨城区50分钟

车程的马剑镇中心幼儿园上和村教

学点，山区孩子对游戏的需求也得到

了极大的满足。“得益于每个月一次

的中心幼儿园教科研活动，教师们意

识到，游戏不仅是幼儿认识世界的途

径，也是对幼儿进行教育的重要手

段。尽管这里只有10个孩子，但他

们依然因地制宜开发了适合这些孩

子的游戏。”该园园长及辖区教学点

负责人孟飞跃介绍，在室内，上和村

教学点班主任杨琼为孩子们精心布

置了4个游戏区域，包括以稻草拼贴

为主的“巧手屋”，创作石头画、对弈

石头棋的“石头记”，感受家乡传统饮

食文化的“点心坊”以及阅读区角“小

茶馆”。走出教室，前院的大型玩具

和运动器材是孩子们早晨进园必选

的游戏项目，而后院的水渠、沙池、竹

梯、饲养角等户外区域场所更是为孩

子们创造了自主游戏的无限可能。

2009年，牌头镇中心幼儿园成

为诸暨市传统民俗教育特色幼儿园，

在教师的引导下，孩子们爱上了民间

传统游戏。源于前期的积淀，该园如

今已形成了富有传统文化气息的“印

象同文”游戏课程：贯穿一日活动的

同文部落多元民间游戏活动，在户外

活动、区域活动、零散活动中都有涉

及；一周一次的同文驿站户外主题游

戏融入经典童话元素，为孩子们创设

了一个又一个好玩的情境；同文古镇

室内体验游戏包含了戏楼、书院、画

坊等7个不同的体验馆；一学期两次

的园本节庆活动蕴含了浓郁的传统

味道，如庆生折纸节、重阳民游节、元

宵猜谜节等。“游戏，不仅要因地制

宜，更要因儿童而异。”在寿丽娟看

来，以游戏为载体的传统文化教育是

继承与创新，而不是简单的复制。

混龄、混班，乐趣无穷
每天上午10点，诸暨市浣江幼

教集团城西幼儿园中大班的孩子们

都会带上各种颜色的手环，在各个区

域游戏展板上插上自己的名牌，自主

结伴走到户外场地，进入相对应的游

戏区域，如“绿色快递”“百变乐园”

“快乐涂鸦”等。

这是城西幼儿园的“混龄酷玩

会”户外自主游戏。它把不同年龄阶

段的幼儿放在同一个空间，通过“大

带小、小促大”的活动方式让幼儿相

互交流、互助、示范、模仿、学习，并自

主地进行各种游戏。“异龄幼儿间的

互动、互助与协同游戏的方式能够满

足幼儿与不同年龄同伴交往的需要，

有利于培养幼儿的游戏兴趣、习惯和

能力，并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在浣

江幼教集团总园长陈莉莉看来，混龄

活动能够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得到更

多发展。

“正如我们的‘幸福小镇’游戏模

式，通过打破班级界限，让不同年龄段

的幼儿相互串门游戏，促进异龄之间

的社会建构，每个孩子的经验和能力

都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内得到充分提

升。”姚爱清赞同地说，与老园区活动

室“一区两用”不同的是，该园的新园

所——城东幼儿园利用宽敞的走廊与

公共区域，构建了一个以社会性游戏

为主的“幸福小镇”。在这里，孩子们

可以是负责小镇环境卫生的清洁工，

可以是骑着三轮车的快递员，可以是

“爱心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可以是维

持交通秩序的交警……每一个孩子都

在这个模拟真实社会的情境中了解各

行各业，快乐地学习如何计划、操作、

交往、协商以及合作。

孩子在前，教师在后
在诸暨市实验幼儿园的“幸福小

镇”里，有一辆特别的“公交车”，它不

是用来运送小乘客的，而是孩子们的

“水果巴士”。“以往，教师们总是提前

预设好游戏的目标与各个环节，这种

方式似乎像是教师在‘游戏幼儿’。”

姚爱清说，“幸福小镇”更倡导幼儿自

主游戏，“我们允许孩子自由发挥，让

他们自己选择玩什么、怎么玩，由此

便生成了许多孩子自己原创的游戏

项目，‘水果巴士’就是其中一个”。

诸暨市实验幼儿园城东幼儿园

负责人杨徐燕认为，当教师们不再

轻易介入、过度干预游戏中的孩子

时，对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如何适时地为孩子

提供恰当的支持。“每次游戏结束后，

负责各个游戏区域的教师会对孩子

的游戏情况进行分析，进而所有教师

一起研讨，并在下次游戏前向孩子

说明，让他们带着问题去游戏。”杨

徐燕补充说，正是在这样循环往复

的过程中，孩子们的游戏水平得到

了不断提升。

“事实上，幼儿自主选择游戏内

容、自主选择游戏同伴、自主选择游

戏方法，是一种最理想的游戏状态。”

陈莉莉感叹，随着近几年该园“混龄

酷玩会”的深入开展，该园教师在活

动过程中也逐渐转变了教育理念，明

确了游戏的价值，成为真正的观察

者、引导者和支持者。

□胡欣红

近年来，孩子过生日的攀比之风愈

演愈烈。浙江在线曾报道了两起典型事

例：一个 3 岁女孩过生日请幼儿园全班

同学吃3层大蛋糕，还送种类多达6样的

礼物；更有甚者，一个6岁男孩过生日还

开豪华“生日趴”，每桌菜的餐标达万元，

并且准备了 iPad 和名牌包作为抽奖礼

物，奢侈至极。

应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

们生活条件的改善，给孩子过个生日本

来无可厚非。然而，如报道中这般夸张

甚至“穷奢极欲”的做法，确实不妥。

生日是人生成长过程中具有特殊纪

念意义的时刻，姑且抛开“母难日”之类的

传统说法，眼下的家长给孩子过生日，意

图大抵有二：一是表达对孩子健康成长的

快乐欣喜之情；二是让孩子们借此机会聚

一聚，加深友谊。既然如此，那些“高大

上”的生日排场完全没有必要，纯粹是家

长的自以为是或者攀比心理在作祟。

“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

家无孝子。”换而言之，对于孩子的关爱，

同样也不是以给予多少物质来衡量的。

相反，铺张浪费的生日会，还会让孩子从

小就在奢侈之风的熏染下变得物质世

俗，形成不正确的价值观。这样一种不

恰当的“爱”，最终恰恰可能害了孩子。

况且，这样的风气也会给其他家长带来

压力，从而陷入竞相攀比的恶性怪圈。

事实上，对孩子们而言，他们并不在

意豪华的排场，最需要的是单纯的快乐。

据参加豪华“生日趴”的一位家长观察，在

整场生日宴上，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刻并不

是吃大餐，而是跟自己的伙伴一起玩耍，

如此铺张的生日宴并非孩子所需。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如果不是

想刻意“显摆”，大排场的生日会完全没

有必要。这既需要家长们努力转变观

念，更需要幼儿园开展相关工作进行引

导。比如，可以在幼儿园过个简单的生日，孩子们齐

唱生日歌，吹蜡烛许愿，并送上拥抱和祝福；也可以

统一组织过集体生日，把在同一个月出生的孩子聚

集在某一天一起过生日，孩子们亲自动手制作生日

卡片，送上这份带有情感的礼物；也可以组织野餐郊

游、聚餐活动、户外游戏等家庭聚会形式的生日活

动，让孩子叫上自己的玩伴，过自己喜欢的生日聚

会，家长在旁予以协助，孩子们在分享快乐的同时，

也培养了自己的动手能力与交往能力……

此外，如果能借助生日这种特殊时刻适当融入

感恩教育，让孩子体会生命诞生的快乐与母爱的伟

大，其意义也许更为殊胜。

向肥胖说“不”
日前，舟山幼儿园成立“嘟嘟团”，旨在运用科学合理的活

动，帮助该园的肥胖儿童减少肥胖的困扰，促进身体健康发展。

活动开展前，教师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向肥胖儿童家长了解幼

儿的身体状况、饮食习惯及运动偏好，并为每个幼儿定制具有针

对性的训练活动，如攀爬区里的“高人一步”、跑跳区内的“穿越

火线”、室内活动“翻山越岭”等。该园还联合家长引导幼儿养成

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除了平时控制“小嘟嘟”们的饮食，

“嘟嘟团”还开展一月一次的“小厨房健康饮食”活动，让幼儿意

识到合理饮食的重要性。 （乐佳泉 王梦婷）

做最棒的自己
近日，东阳市城东中心幼儿园向每个幼儿发放了一张幼

儿在家自理能力倡议表，鼓励每个幼儿在家里也能够做到“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增强其生活自理能力。为了激发幼儿的参与

积极性，该园还进行了全园自理能力比赛——“做最棒的自己”：

托班幼儿的参赛项目是穿鞋子、剥豆子，小班幼儿是折套衫、整

理蜡笔，中班幼儿是穿开衫、叠被子、整理绘本，大班幼儿则是整

理书包物品等。 （王筱珺）

创新家园共育活动
近来，嵊州市东圃幼儿园开展了“最多跑一次”家园共育系

列活动。该园整合现有教育资源创设亲子互动大环境，包括亲

子科学实验、亲子借阅、亲子运动等。同时，该园还实施了“教师

进家庭”工作方案，上门聆听家长对幼儿园的意见建议，加强家

园之间的沟通。 （陈君贤 周 青）

□本报见习记者 曹可可

两张小课桌拼在一起，就成了一

方展示的舞台。在教师的鼓励下，一

个身材高大的小女孩怯生生地登上

“舞台”，在全班同学的注目下，开始示

范仰泳、蝶泳、蛙泳等各种泳姿，熟练

的动作赢得了伙伴们的阵阵掌声。登

台的次数多了，小姑娘也就不再那么

惧怕在他人面前展示自己。

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略显腼腆

的小姑娘日后会在里约奥运会上大放

异彩，成为那个在公众面前活泼开朗

的“洪荒少女”傅园慧。

这个舞台当然不是傅园慧的专

属，而是杭州新华实验幼托园教师陈

曼倩为所有孩子开放的天地，每一个

孩子都会在她的课堂上获得展示自我

的机会。“很多孩子不是不能做，而是

不敢做，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展示的机

会。我要做的就是发现他们的优点，

然后把他们推到其他人面前，让其他

人和他自己也看到。”陈曼倩说。

这种个性化培养、鼓励式教育的

念头从陈曼倩1982年刚参加工作时

就已经萌生。在那个幼儿教育理念还

没有成熟的年代，这种想法更多的是

出于她对独生子女家庭状况的理解。

“幼儿园里的大部分孩子都是家里唯

一的孩子，也是每个家庭的希望，他们

身上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我那时就

觉得自己有责任发现并培养他们的长

处，不能一刀切地去教育他们。”陈曼

倩回忆说。

如何发现孩子的优点是困扰许

多教师和家长的难题，但35年的一

线教学经验已经让陈曼倩练就了“慧

眼识珠”的能力。“观察每个孩子的日

常表现，再结合孩子们的家庭环境，

其实不难发现他们的优点。有些孩

子性格比较内向，但动手能力比较

强；有些孩子动手能力不强，但是音

乐天赋特别高；有些孩子音乐天赋不

高，但是绘画能力很突出……有些孩

子可能看起来什么都不会，但是他性

格特别好，是个‘小暖男’。”陈曼倩总

是能够找到一个角度，发现孩子身上

被掩盖的闪光点。

对于在某些方面特别有天赋的孩

子，善做伯乐的陈曼倩更是不遗余力

地为他们寻找机会，将他们推向教室

之外的更大舞台。1997年，陈曼倩接

手一个新班级，很快便留意到班里一

个名叫宋亚婕的小女孩声音特别好

听，之后逐渐发现这个孩子具有很高

的音乐天赋。不久，省电视台举办歌

唱大赛，当时还在小班的宋亚婕代表

幼儿园参加比赛，几轮筛选之后竟获

得了第一名。陈曼倩坚信，孩子能够

达到更高的水平，于是在安排好工作

和生活上的事情后，她又陪着宋亚婕

北上天津、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少儿

卡拉OK歌曲大奖赛”的复赛和决赛,

帮助她选歌、排舞，教导她如何表演。

在她的指导下，宋亚婕最终获得了比

赛的一等奖。

如今，陈曼倩遇到越来越多慕名

而来的家长，其中不乏自己曾经教过

的学生。不仅如此，她还获得了“杭州

市优秀教师”“下城区十佳班主任”等

荣誉称号。“我认为这是对我教育观念

和方式的认可。”陈曼倩欣慰地说。

在游戏中成长

陈曼倩：让每一个孩子“闪光”

幼儿创意画展开进博物馆
5月27日至6月6日，缙云县机关幼儿园在县博物馆举行幼儿创意画展，稻草人、剪

纸、石头画、风铃等个性鲜明、画风迥异的作品吸引了大家的眼球。此次画展共展出2000
多件作品，并设立超轻黏土和沥粉两个体验区供孩子们玩耍。图为画展现场。

（本报通讯员 郑裕江 吕敏飞 摄）

“阿姨，请问您会从车窗向外抛垃圾吗？您是否
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近日，义乌市国贸
幼儿园的孩子们走进附近的国际商贸城，对中外商人
进行采访。他们在呼吁市民杜绝车窗抛物行为的同
时，还向采访过的人赠送自制车载垃圾桶，用实际行
动倡导文明出行。 （本报通讯员 方笑娟 摄）

我省幼儿篮球表演大赛
在上虞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成 竞）“上篮，远投，突破……”6月6

日，2017年浙江省幼儿体育大会暨第四届幼儿篮球表演大

赛在绍兴市上虞区举行。

据了解，我省十年“磨剑”促幼儿体育健康，从二十多年

前的单个体育项目，逐渐发展成如今贯穿体育、军事、科技、

艺术等领域，涵盖体、智、德、美等方面的多样性项目。经过

多年探索，我省提出了“面向全体、以‘玩’推动、培养兴趣、

科学健身、增强体质”的符合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基本方针

和幼儿体育大会“玩得开心、玩出兴趣、玩出健康、玩出水

平、玩出品德、玩出梦想”的口号。

在本次比赛众多参赛队伍中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

是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市三健科技幼儿园的篮球小将。该园

的领队教师介绍，他们这是第二次来浙江参加篮球大赛，希

望在浙江把看到的、学到的带回新疆，从而推动当地幼儿篮

球水平的整体发展。

推进优质学前教育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