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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娜

格式塔心理学中“完形压强”

理论认为，当人们在观看有“缺

陷”或有“空白”的形状时，会情不

自禁地产生一种“内驱力”，去填

补和完善那些“缺陷”或“空白”，

使之趋向完美，从而达到内心平

衡，获得愉悦感受。这一理论对

于我们创新教育管理同样具有指

导意义。面对快节奏、高密度、强

压力的教育工作，教育管理者也

可以做些“留白”，弱化一些专制

色彩,淡化一些条条框框,优化一

些自由领地。

我们为幼儿“留白”，倡导一

日活动的自由自主，为幼儿营造

无拘无束的环境、留出生成延展

的空间、品味舒缓优雅的情趣，让

幼儿有选择、安排、体验、调适的

可能。我们打破小学化、僵化的

幼儿一日活动作息时间，变“精准

卡点”为“块状联通”，让幼儿在相

对宽松的时段内自主安排。我们

打开班级大门，打破孩子的班级

属性，开展小组活动、混龄活动、

班群活动、园区活动等，让幼儿在

广阔的空间里自由地穿梭。我们

突破各种目标与计划的桎梏，尽可能地让幼

儿自我安排与自主规划。我们开展自主游

戏的研究，从游戏时间、空间、玩法、材料等

让幼儿作主，变原来的“游戏儿童”为真正的

“儿童游戏”。这是一种从建构到解构的“逆

退”，这种“逆退”恰恰表达了我们对幼儿教

育更高、更远、更深的理解。

我们为教师“留白”，倡导“和而不同”的

教师团队文化，为每位教师留出个性耕种的

“自留地”。每位教师可以是一眼泉水、一条

溪流，也可以是一个湖泊、一条小河；可以向

左转，也可以向右走，决定成败的不是尺寸

与方向，而是在于做一个最好的自己。这样

朴素的团队文化激励每位教职工去自我实

现、自我超越。我们尝试在愿景目标描绘、

园纪园规修订、绩效考核评比等方面留出更

多的空白，让教师去参与、去填补。我们也

尽可能地为教师减负，开展教师备课、环境

创设、搭班合作等调研，缩减冗余的工作，让

教师留出更多的时间去解读孩子，留出更多

的空间去放飞心灵。

有一位弟子问禅师：“师傅，我终日忙

碌，可也没什么成就，不知是何原因？”禅师

沉思片刻拿出一个佛钵，让弟子把桌上的一

堆核桃与半碗米粒装进钵里。弟子先往钵

里倒入了半碗米粒，再把核桃往钵里装。核

桃只装了一半，钵已装满。禅师随即倒空了

钵，让弟子反着再试试。弟子先把核桃放进

钵里，再沿着核桃间的空隙缓缓地把米粒倒

进了钵里，不多不少，正好装满。其实，禅师

是在告诉弟子：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想要的

“核桃”是什么？然后把“核桃”先放进“生命

之钵”，“核桃”间留出的空白、空隙自然能容

得下“米粒”。我想，这就是留白的一种至高

境界，而我们的教育管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本报记者 朱 丹

不久前，中国丝绸博物馆又迎来了

杭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的孩子

们。过去4个月，这些孩子每个月都会

如期来这里开展一次主题探究活动。

而这一次，幼儿园专门在此举办了一场

“丝绸博物馆之旅”课程展示会，让孩子

们通过讲解、记录、绘画、手工制作等方

式将整整一学期的学习成果呈现出来，

并运用立体制作、丝绸刺绣、体验手记

等方式与同伴进行分享。

“走进博物馆”项目活动是该园对

生活学习课程的一次全新尝试。“自

2004年以来，我们和孩子一起探寻课程

生活化之路，进而才有了今天的生活学

习课程。”园长冯伟群说，其间，教师和幼

儿共同践行“全生活、真生活、会生活、趣

生活”的课程理念，一起去发现、探索已

知与未知的生活。

走进多元化的生活场
去年的秋游经历令人记忆犹新：眼

看着一场大雨就要浇灭孩子们对秋游

的热望，教师们也开始纠结起来，下雨

天还能外出秋游吗？为了不让孩子们

失望，教师们商量后一致决定，去博物

馆秋游。“秋游那天，整个集团45个班

级的孩子分别走进了杭州的7个博物

馆。”冯伟群回忆说，教师们意外地发

现，博物馆竟然能带给孩子们这么多新

奇的发现。

那么，何不把博物馆打造成孩子们

的“第二课堂”？以此为契机，教师们马

上行动起来，走访了杭州大大小小10

余处博物馆。而后，他们从场馆地理位

置、场馆设计、幼儿年龄特征、开展活动

的可能性等多方面进行筛选，最终确定

中班幼儿走进伞扇博物馆，大班幼儿走

进中国丝绸博物馆。

“我们希望通过与博物馆资源的互

动，激发幼儿对博物馆的关注，在感受

博物馆文化底蕴的同时促进幼儿深入

探究的能力。”冯伟群和教师们欣喜地

看到，孩子们如同一个个研究者，发现、

探寻这古老而神秘的世界。

在杭州市府机关幼儿园，像这样打

破围墙、走进生活场的体验式学习有许

多。例如，组织幼儿走访社区的历史文

化古迹，寻觅社区文化的历史根源；走

进社区“服务一条街”，开展跳蚤市场活

动；在交通执勤岗进行角色游戏“今天

我当班”，感受交警叔叔一天的工作；通

过参与元宵灯会、端午节主题活动、邻

居节等社区综合活动，关注居民文化生

活。凡是幼儿能够触及的生活环境资

源都被利用到课程中，就连幼儿园内的

花卉、果树、百草园也成为孩子们“发现

生活”的场所。

一日生活皆课程
“一切生活都是课程，学习可以说

是随时随地发生着的。”冯伟群和她的

教师团队始终坚信，课程渗透于幼儿的

每日生活。

自主生活是幼儿的首要学习内容，

每个年龄段都设置了关于服务自我的

活动：大班的“我的柜子我做主”活动，

孩子们学习管理自己的物品，自己动手

整理柜子；中班的“快乐自助餐”活动，

他们在小厨房里为自己准备午餐，按照

自己的意愿选取事物，了解每种食物的

营养成分；小班的“咕噜咕噜呸”活动，

教师引导孩子们学习正确的漱口方法，

养成饭后漱口的习惯。同时，幼儿园集

体生活还为幼儿提供了帮助他人的可

能，孩子们在“请让我帮你”“我是值日

生”“图书管理员”“快乐小园丁”等游戏

化的情境中学习如何尊重他人。

不仅是日常生活，游戏、运动、节庆

也都被纳入生活学习课程。其中，“我的

生活圈”情境游戏囊括了自主环保游戏、

趣味民间游戏和迷你生活游戏3大板块，

孩子们时而是快乐的小农夫，时而是严

谨的建筑师，时而又变身小厨师……无

论是室内的角色游戏还是室外的自主游

戏，游戏内容全都来自幼儿的日常生活。

从源于生活到回归生活
今年的儿童节，杭州市府机关幼儿

园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举办了他们最喜欢的“咿瑟”音乐节和

“咔蜡”美创节。这一天，幼儿园的孩子

和家长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咔蜡

美创”专场，孩子们近期的美创作品被

一一陈列在画展区，充满童趣和创意的

作品吸引了家长们驻足观赏。教师们

还别出心裁地设置了扎染、水墨画、脸

谱、版画等8个美创活动区，让孩子们

可以现场体验。而“咿瑟音乐”专场则

为孩子们提供了草坪舞台、山坡舞台、

彩虹舞台3个演出点，每个班以游园的

形式进行交替表演，孩子们不仅是演

员，同时也是观众。

与“走进博物馆”项目活动一样，

“咿瑟”音乐节和“咔蜡”美创节也是生

活学习课程推进过程中所生成的。

“2015年，我们开始尝试这种基于儿童

兴趣而生发的活动。”冯伟群介绍，在项

目启动前，教师们会对自己捕捉到的生

活场景进行挖掘，并通过教研活动，罗

列合适的教育内容；项目进行时，教师

会追随幼儿的关注点，或扩充，或调整，

通过不同形式的师幼互动让活动得以

适宜地开展。

在冯伟群看来，项目活动要求教师

要做一个有心人，注重对幼儿学习的观

察以及基于观察再设计相适应的教育

内容。“这是充满生机、变化和发展的活

动，孩子们则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进行

学习，自主决定做什么、怎么做。”冯伟

群解释说。

教会孩子保护树木的“树皮”项目、尝

试勇敢表达情感的“抱抱”项目、研究交通

工具和路线的“上幼儿园去”项目、体验物

流行业工作流程的“快递”项目……两年

多来，由孩子和教师共同构建的项目活

动涉及自然、社会、艺术等多个领域的

学习。“这些项目活动来源于幼儿的生

活，最终也将为幼儿的生活服务。而这

正是实施生活学习课程的最终目的。”

冯伟群说。

保育工作大比拼
日前，江山市城东幼儿园联合当地其他6所幼儿园

进行了一次“保育工作大比拼”。竞赛内容围绕幼儿园

保育工作，分为理论知识必答题、理论知识抢答与操作

技能3个环节。在操作技能环节，城东幼儿园的保育员

现场演示了该园自创的一套餐桌消毒步骤。据悉，该

园在晨检、分餐、盥洗、户外运动护理、外伤急救等方面

制订了一系列适合幼儿园的保育方案。 （薛芬）

暑期家访新居民家庭
连日来，舟山市普陀区螺门幼儿园开展“走进新居

民家庭、从心开始”暑假大家访活动。教师们走进新居

民家庭，向家长反馈孩子在园情况，与家长沟通、探讨

家庭教育中的困惑。与此同时，教师向家长和幼儿讲

解了防溺水的重要性，并针对饮食安全、用电安全、交

通安全、防拐骗等方面的安全教育内容进行交流，提高

新居民家长的安全防患意识。 （黄银凤）

大巴车“开进”幼儿园
近日，杭州市余杭区树兰幼儿园引进了一辆“退

役”大巴车。这辆大巴车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他们可以

在大巴车上嬉戏玩耍、创意手工、愉快搭建，还可以在

大巴车上用餐。据了解，该园借助依山而建的地理优

势，开设了亲近自然的户外课程，而“大巴车”便是课程

内容之一。 （沈健龙）

□本报通讯员 冯小英

“小心有刺！”“这个好大啊。”“上面的

花掉得差不多了，应该是成熟的，可以摘

了。”……在忙碌了一个学期之后，平湖市

独山港镇黄姑幼儿园中班的孩子们终于

迎来了果实的收获。他们有的拿着剪刀

割着葵花盘，有的帮助同伴用力地压弯又

粗又高的向日葵秆，有的这边瞧瞧，那边

看看，仔细研究究竟哪一个葵花盘可以收

获果实了。

从拎上篮子清理杂草、合作搭大棚

育苗、亲手移植小苗，再到日常的观察与

维护、浇灌与杀虫、测量与比较，这个学

期以来，该园中班的孩子们在这块小小

的向日葵基地里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基

地因此也成为他们探究大自然的一个很

好的平台。

事实上，“嘿！向日葵”主题活动是

黄姑幼儿园“本真农乐”课程下的一个分

支。“随着农村城市化倾向逐渐加剧，虽

然孩子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与大自然

贴得那么近，却很少有机会真正与大自

然亲近。有的孩子甚至没到过田里，他

们不认识稻谷，分不清麦苗和小草，不知

道红薯长在哪儿，更不用说体验劳动、感

受收获的喜悦了。”谈及实施“本真农乐”

课程的初衷，园长陈晓芬坦言，她和教师

们经常会听到孩子们这样的提问，“老

师，为什么种子会发芽呢？”“它长大以后

会怎么样呢？”

于是，该园改造了幼儿园里零散的

灌木丛，将其变成幼儿的种植基地，开启

了一段“本真农乐”的种植与探索之旅。

“在这个课程中，种植基地完全属于孩子

们，而种植活动也是孩子们自己策划

的。”陈晓芬介绍，各个年级组以“种植

规划—种植管理—种植的收获”为基本

流程，教师先是面向各个年级组的幼儿

征集种植内容，幼儿通过自主投票确定

种植品种，之后在自主观察、自主管理、

自主收获和自主品尝的过程中感受大自

然的美好，产生积极探索的兴趣。

据了解，光是前期准备阶段，孩子们

就要花上整整两周时间。比如，在商讨

“当季种植什么”时，教师会引导根据自

己的喜好做个别化的种植计划，包括资

料收集、同伴讨论、自制画报等。在此基

础上，幼儿园会在大门口设立“本真农

乐”民主投票区，让全园家长和幼儿为自

己想种植的植物进行投票。同时，一些

幼儿还会进行“拉票”，尝试去说服大家

为自己投票。

当确定种植的品种后，孩子们就要

开始播种了。播种前，具备种植经验的

家长会进园为孩子们明晰播种的注意事

项。“如韭菜要一排一排整齐地种，尽量

把菜籽撒均匀，不能扎堆播撒，不然种子

挤在一起，韭菜容易长不高。”陈晓芬举

例说，因为孩子们没有相关的知识经验，

所以集中的引导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了

解如何播种后，我们通过多媒体手段对

幼儿开展了后期管理方法的引导。”在她

看来，这不仅仅是种植知识的学习，更是

为孩子之后能够科学有效地管理农作物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确保课程的顺利实施，黄姑幼

儿园在每周的教学计划中安排了相应的

教学内容，其中包括五大领域教学、区域

活动和家园互动的内容。基于幼儿实践

与探索的需要，教师们针对性地开展了

语言活动“一粒活动的旅行”“猜猜长了

多少瓣”，科学活动“大豆在成长”“瓶子

里的小芽”，美术活动“可爱的芹菜”“快

乐写生”等；开发了“卷心菜”“送南瓜”

“萝卜蹲”等创意游戏；以及“萝卜创意

秀”“泡菜腌腌乐”“芹菜叶贴画”等区域

活动。随着课程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

的家长也被吸引其中，每周和孩子一起

记录《种植实践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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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向日葵
——记一所农村幼儿园的“本真农乐”课程

用课程还原生活教育
推进优质学前教育系列报道

再见了，老房子
老城区房子大规模拆迁，近日宁海县中心幼儿园以此为契机，开展了关于老房子的一系列主题探究活

动。该园各年段孩子分组成立考察小分队，通过观察、调查、采访等自主学习方式，探寻老房子的秘密，感
受老城文化。为了留下老城印象，孩子们还用画笔画下了他们眼中的老城，并在幼儿园举办了画展。图为
孩子们正在采访老城区裁缝店的奶奶。 （本报通讯员 王小飞 伍佩佩 摄）

近日，缙云县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迷上了
传统民间游戏“翻花绳”。仅是一根彩绳，同伴
之间就能玩出许多花样。每翻一次，孩子们就
给花绳取一个形象有趣的名字。

（本报通讯员 马春霞 吕敏飞 摄）

青田幼儿教师
人人参与专业技能比赛

本报讯（通讯员 徐庆民 李雪静）全县公办

幼儿园在职专任教师人人准备初赛，并随机抽取

不少于40%的教师参加决赛……7月4日至5日，

青田县幼儿园教师专业技能比赛在该县中心幼儿

园举行，全县共143名幼儿教师参加比赛。

本次比赛旨在“以赛促训”，实现该县幼儿教

师专业技能提升。比赛内容共4项，即教学活动设

计、绘画创作、自弹自唱和舞蹈创编，而每项比赛

的题目均由现场随机抽取。其中，教学活动设计

要求根据抽签内容现场备课；绘画创作是根据故

事情节作画，参赛教师在1小时内完成作品；自弹

自唱由参赛教师从曲库中选取1首幼儿歌曲自由

发挥；舞蹈创编5人一组，即兴跟随现场音乐创编

民族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