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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海燕

孩子多被女性家长带大，学校教师

几乎都是“娘子军”……由于普遍成长

于女性行为范本为主导的环境下，部分

男孩在基础教育阶段展现出内向、柔

弱、胆怯等性格特点，甚至出现男生过

早被边缘化的现象。不久前，新华社对

此问题进行了调查，多方观点认为男孩

危机亟待教育补位，呼吁平衡幼儿园男

女教师比例。

男孩缺乏阳刚之气，真的是学校女

教师过多、男教师紧缺造成的吗？笔者

以为不然。学校教师确实以女性居多，

特别是幼儿园、小学，有的学校很可能

是清一色的“娘子军”。只是，这种情况

并非今时今日才有，其实多年前就存在

了。为何以前的男孩充满阳光，现在的

男孩却变得柔弱了？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个性形成虽

与学校教育有所关联，但更多的是受家

庭教育及生活环境的影响。目前，大多

数家庭只有一两个孩子，而且不少农村

孩子都跟随父母到了城市生活。相应

地，孩子的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无法

像在农村那样和小伙伴们随时随地地

亲近大自然。父母外出赚钱，老人在家

管孩子，是当下很多家庭的生活模式。

即便是农村孩子，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也

往往得不到父母的陪伴，老人出于担

心，对孩子寸步不离、保护过度，一些孩

子难免变得内向。

男性阳刚，女性娇弱，这是社会对

男性与女性的性别角色认同。然而，自

古至今，社会上不乏性格豪爽的“女汉

子”，而柔弱的男性也为数不少。再者，

性格本来就各有所长，无好坏之分，也

没有绝对的标准，内向的男孩不一定就

有问题。

学校多些男教师当然不是坏事，然

而学生的性格养成关键取决于环境因

素，还取决于成人的教学方式，与教师

性别没有必然联系。假如教师注重于

孩子意志、毅力的培养，让孩子面对困

难不放弃，遇到矛盾形成正确的归因倾

向，那孩子就会慢慢变得积极与阳光。

家长若发现孩子有女性化倾向，

与其埋怨学校里男教师太少女教师太

多，不如反思：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否

缺少了自己的陪伴？身为家长，有没

有为孩子做好迎难而上、积极乐观的

榜样？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家长是否

过度保护了？

方言相声演绎安全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徐建霞）“这个小哥哥咋不跳下去救人

呢？”“那你错了，小哥哥自己还未成年，不能冒冒失失跳下去

救人。”近日，一段名为《游泳的故事》的慈溪方言相声视频在

微信朋友圈广为传播，收获诸多点赞。在这段视频中，来自慈

溪市实验幼儿园的沈睿轩、施展鸿两个小朋友以艺术的方式

帮助其他孩子了解防溺水的重要性。

这段方言相声由该园教师自编、自导而成，他们将“不准

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下水施救”

等防溺水“六不”的安全教育内容有机地融合在相声里，并以

曲艺形式生动地呈现出来。据了解，该园此前举办了方言故

事大赛，并在比赛中发现了许多爱好方言的“小苗子”。因而，

教师们便萌生了将方言、相声和防溺水常识三者相融合的念

头，创编了根据幼儿年龄特点的防溺水安全教育内容。

本报讯（通讯员
刘玉苏）暑假前夕，江

山市城东幼儿园迎来

了 9 个小客人，他们

均来自该市长台镇中

心幼儿园，是与该园

教师徐静所带班级结

对帮扶了3年的留守

儿童。

由于双方孩子即

将告别幼儿园，徐静特

意邀请这些孩子进城

体验一日生活，感受朋

友陪伴的快乐。活动

中，孩子们在城东幼

儿园的绘本馆同读一

本书，来到操场同玩

一场游戏，进入教室

同上一节课。据悉，

徐静已经连续两届在

所带班级中开展结对

帮扶活动，对象主要

针对生活在偏远乡镇

的留守儿童。其间，

该班家长还自发成立

班级爱心基金，通过带

着孩子一起去看望结

对孩子的方式，教育孩

子关爱他人。

□本报记者 朱 丹

给你若干吸管和形状各异的塑

料插片，你能够拼出什么物体？

近日，在浙江省幼儿园科学教育

研讨会上，美国蒙大拿大学STEM研

究中心主任Blank Lisa教授组织与

会者分成每5人一小组，并要求教师们

根据她所提供的材料，进行自由创造。

“这些看似简单的材料，经常会

被我们引入STEM教育中。孩子们

通过‘做’和‘学’，从而探索到隐藏

在活动背后的学科知识。”Lisa一边

向与会者展示美国幼儿园的STEM

课程，一边解释说：“STEM并不是

几个学科的简单叠加，而是将跨学

科的知识融合，用来解决生活中的

真实问题。”

“在幼儿教育阶段，STEM可以

说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的变革。”浙

江省学前教育研究会教师发展专委

会秘书长、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赵一

仑认为，它的意义在于培养每个幼儿

成为学习者和问题解决者，发展幼儿

面对真实世界以及适应未来社会的

能力。

STEM来了，接受还是拒绝？
“在美国，65%的早期教育机构

都会开展STEM教育。”Lisa介绍，美

国作为发源地，其STEM计划核心之

一在于加强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

STEM教育。同时，美国幼儿教育协

会（NAEYC）也有相关研究表明，越

早鼓励和支持幼儿进行基础的

STEM学习，他们未来在相关领域的

学习更容易获得成功，尤其诸如数字

感觉、科学探究、问题解决和批判思

维等，都是在幼儿教育阶段形成的。

“简单地说，STEM引入幼儿园，最主

要的目标就是激发孩子的好奇心，萌

发孩子的探索欲。”Lisa解释道。

对许多中国幼儿园来说，STEM

还有些陌生。早在几年前，上海市浦

东新区蒲公英幼儿园的教师们已经

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尝试将其与幼

儿园科学教育相结合，开展了以科学

活动为核心的融合教育，即“STEM+

科学课程”。

“虽然这让我们尝到了甜头，但

在课程探索之初，我们也充满了疑

惑。”园长沈冠华举例说，比如，教师

们总是会问：“面对STEM，我们应该

接受还是拒绝？”“它会不会给幼儿园

原有的科学教育带来冲击？”“它对幼

儿教育而言，价值在哪里？”

“我们在尝试中发现，STEM不

仅没有带来冲击，而且还对原有的教

育进行了拓展和延伸。”与蒲公英幼

儿园一样，杭州市京杭幼儿园基于

STEM理念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设

计与实施了木工坊活动项目。园长

金环对此深有体会：“随着活动的推

进，我们逐渐明白了STEM对幼儿教

育的意义所在。它不仅为我们提供

了一种综合课程组织方式的新范式，

而且也为儿童的深度学习提供了极

大的可能性。”

怎样融入幼儿园日常教学？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学期，京

杭幼儿园的大班孩子在木工坊开启

了一场“木偶奇遇记”。每一个孩子

从切割一块原生态的木头开始，然

后打磨、雕刻，进而记录、分享，最终

创造了30多种动物造型的木工品。

这其中，令金环印象最深的是一匹

小木马。在制作过程中，它的小主

人曾遇到过一个棘手的问题——

“小木马的 4 条腿不一样长怎么

办”。“于是，她和同伴们自发地展开

了讨论，一起探索解决方案。这个

过程里面就包含了许多 STEM 元

素。”在金环看来，尽管幼儿不具备

工程与技术能力，在数学、科学两大

领域中也仅限于“前经验”，但他们

通过STEM学习能把零散的经验整

合到一起，形成新的经验。

“近几年，一些教育界人士提出

了‘STEAM’，新增艺术领域（Arts）

的内容。事实上，木工坊活动恰恰就

融入了美学、设计等艺术元素。”赵一

仑分析说，“除了类似的主题活动，幼

儿园还可以尝试在一日生活中渗透

STEM教育，包括科学、数学、美术等

日常教学活动。”

在Lisa所展示的美国幼儿园中，

每到下午，教师们就会开展一些探索

性课程，其中就包含了半小时左右的

STEM学习。“如果有需要，我们会联

合社区、家长一起融入STEM教育。”

她说，美国幼儿园十分鼓励社区和家

庭共同参与，因此，很多STEM课程

都是由家长和教师一起策划完成的。

教师如何支持？
你每一天都做具体的教学准备

计划吗？有没有提供支持儿童

STEM学习的各种材料？有没有关

注孩子学习的持续性和创新性？是

否针对失败的案例形成报告？……

这些是美国教师在开展STEM教育

时常常会反思的问题。

“尽管大多数教师已经掌握了一

些教学方法和技巧，但还没有达到一

定的专业水准。”Lisa坦言，幼儿教育

中存在很多STEM教育的机会，关键

在于教师是否具有“STEM意识”。

“的确，STEM教育实践十分强

调教师观念的转变。只有这样，教师

才能给予孩子更多支持的策略。”赵

一仑赞同地说。他建议，教师要习惯

于用“what”代替“why”，即多问孩

子“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变化”，而

不是问“为什么”。

“那么，如何评价孩子学习的有

效性？”论坛中，一位教师提出了自己

的困惑。对此，Lisa给出了初步评估

STEM教育有效性的4个指标：孩子

生活中遇到的“真问题”；进行合作，

既包括孩子之间的合作，又包括师生

之间的合作；在探索中产生了多种解

决方案；这些想法是孩子自己探索得

来的。

□本报记者 朱 丹

用洗洁精兑水变幻出无数个“泡

泡精灵”，并用纸“留住”它们；滚一滚

涂满颜料的玩具球，“绘制”出一幅幅

迷宫图；折一折小方布，印染一块色

彩斑斓的手帕；在玩具手枪里注入

“有颜色的水”，于是天空中下了一场

又一场的彩色雨……7月3日，在闻

裕顺学前教育集团的涂鸦节上，孩子

们惊喜地发现，原来任何材料都能变

成涂鸦游戏的工具。

“这不仅是孩子们对材料的探

索，也是对周围事物的观察，更是个

体认知和情感的表达。”全程跟孩子

们“玩”在一起的黄蓉蓉不禁感叹道，

“儿童，天生就是艺术家，他们有着无

穷的创造力。”

作为闻裕顺学前教育集团的总

园长，黄蓉蓉一直倡导体验教育，即

从儿童认知发展的特点出发，在体验

学习中展开课程与活动。为了让幼

儿园里的“小小艺术家们”拥有敏锐

的感知力、独有的审美力和特别的创

造力，她近年来带领教师团队展开了

“美诉课程”的实践研究。他们以美

术为载体、以主题为脉络，给儿童创

设充分感知、体验探究的各类活动，

进而支持儿童经验的唤醒、认知的重

组、创造的表达。

从最初的特色班活动到涂鸦游

戏，再到“美诉”主题活动，黄蓉蓉跟

随“美诉课程”一起实践、思考和再发

展。一路走来，无论是主题设计，还

是过程实施，她和她的教师团队始终

秉承一个信念：相信儿童的表达是可

以被支持和提升的，并且相信“美诉

课程”可以让儿童获得审美能力的提

升和发展。

“‘美诉课程’是一个引导并支持

儿童将美的东西内化并用各种形式

进行表达、表现和创造的过程。”黄蓉

蓉告诉记者，从“美术”到“美诉”，其

中蕴含了很多的教学艺术。比如，她

会引导孩子们用画画的方式表达“春

风是什么样子的”，于是便有了小班

主题活动“春天里的故事”；她也会带

着孩子们跟随“多莉”的脚步，遨游海

洋世界，进而生发了中班主题活动

“多莉和朋友的故事”；她还会邀请大

班孩子共同体验与探索“树先生的小

屋”……“事实上，这是一个由教师和

孩子共同建构的课程。”她补充说。

尽管已经从事幼儿教育近 30

年，黄蓉蓉始终怀着一颗对儿童的

敬畏之心，她总说“童年十分珍贵，

并且无法复制和重启”。因此，在集

团下属的各个园所中，她为孩子们

营造了一个理想的日常生活状态：

孩子们想玩什么可以自己选；只要

天气好，都可以去户外玩；学着照顾

自己，和教师一起布置教室；乐于把

作品展示给大家看；每天都可以阅

读；和大家一起玩很多好玩的游戏；

有很多好朋友，和他们一起真开

心。这也已经成为教师们烂熟于心

的“日常七件事”。

“孩子需要通过自己的体验和

实践去巩固习得的经验，更需要自

主地构建和重组知识经验，形成新

的技能。”在黄蓉蓉看来，教育孩子

是这样，培养教师也是这样。她提

出，兴趣爱好是不懈的原动力，尝试

让每一位教师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

做自己擅长的工作。通过任务认领

法、招标法、压担法等方式，她不断

地为教师们提供实践机会，以此助

推其专业成长。

在同行们的眼里，黄蓉蓉还是一

位全能型园长。2004年至今，她主

持开办了 7所新园，接管了 3所老

园，协建了1所新园，辐射了1所农

村园，而每一所幼儿园都各具特

色。“除了强调环境育人的重要性，

还要从感官角度把握好色彩的搭

配，从功能角度挖掘好每一寸空间

的开发利用，从用材角度确保自然

和多样化，以及从幼儿学习的特点

角度考虑区域化和游戏化等。”她

说，“当然，也不能把每块场地用尽

了，我们需要适度留白，给孩子留有

自主创设和管理空间的机会。”

STEM分别是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ing（工程）和Math（数学）首字母的缩写。随着STEM
在全球教育界掀起一股热潮，越来越多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也开始关注这一教育方式，并引发了一系列思考——

怎么把STEM搬进幼儿园？

黄蓉蓉：儿童创造的守望人

近日，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朗读者”活动唯
一一所幼儿园试点站——杭州市兰苑幼儿园举行“诵读
经典 创意表达”专场活动。孩子们用一系列贴近生活、
富有童趣的诵读表演展示了儿童诵读的教育意义。图
为亲子诵读现场。 （本报记者 高亦平 摄）

7月2日，景宁县实验幼儿园开展了以“婴幼衔接”为主题的早教系列活动，指导家长帮助即将入园的孩子顺利
过渡到幼儿园生活。在家长、教师的陪伴下，孩子们制作了“棒冰”“项链”“相框”等手工作品，并参加了“青蛙跳荷
叶”“揪尾巴”等亲子游戏。 （本报通讯员 叶香娟 摄）

请
留
守
儿
童
来
城
区
幼
儿
园
﹃
做
客
﹄

““婴幼衔接婴幼衔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