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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今年，全省132名教师通过中小学

正高级教师评审，其中幼儿园教师只占

4位，而70后的她便是其中之一。由

此，她成为我省学前教育领域最年轻的

“正高”。

在同行眼里，她是一位对教育充满

激情与理想的幼教工作者，她曾让一所

薄弱幼儿园一跃成为当地优质幼儿园，

实现了周边百姓在家门口上好学的心

愿；同时，她还是一位具有专业水准与

专业精神的钻研者，她利用10年时间

研究并撰写的《张雪门行为课程》曾获

浙江省基础教育成果二等奖，独创的小

型幼儿园教研方式开创了国内先河。

她是宁波市闻裕顺幼儿园园长、省

特级教师李江美，也是省师德楷模、省

教坛新秀的获得者。

每每被问及“何以做到如此优秀”，

李江美总是这样回答：“生长，不断地主

动生长。”因为她始终相信，每一个生命

都具备向上生长的潜力，如果被给予最

适宜的方式生长，那么就能够成为最好

的自己。

捕捉那些看似平凡
却闪着光芒的生长点

2010年，李江美在宁波市尹江岸

幼儿园任职。当时，每个月里逢三逢八

的日子，四面八方的赶集者便会汇聚在

一起，把幼儿园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对

此，教师们抱怨不已，但她却从这令人

苦恼的集市中发现了珍贵的教育生长

点——各种各样的编织品。

说做就做，李江美立刻带着孩子们

行动起来，前往幼儿园门口开展调查活

动。随之而来的是，不但教师被孩子们

浓厚的学习兴趣所感染，而且保育员、

门卫保安、社区工作人员、家长，甚至编

织品商店人员都被卷入到活动中。尹

江岸幼儿园因此开设出了一门基于地

方资源的园本课程，即“幼儿园编织课

程的构建与实施”。仅仅经过两年的实

践，这门课程就入选了浙江省首届幼儿

园优秀园本课程，并在宁波地区20余

家幼儿园推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长点决定

着儿童、教师、家长以及幼儿园发展的

广度。”李江美认为，教育者必须懂得随

时捕捉生长点，教育才可能在看似平凡

的日子中产生炫目的光彩。

2013年，她调到宁波市闻裕顺幼

儿园担任园长。刚上任没几天，她就发

现了一个有趣的教育资源：全园范围内

共有51个窨井盖，这些窨井盖花纹不

同、文字不同、形状不同、作用不同。“这

是多么鲜活的素材啊！”过去未曾被引

起注意的窨井盖，在她眼里却是一个很

好的生长点。于是，她立即和教师们开

展“我们的窨井盖”主题活动设计，如

“聊聊窨井盖”“窨井盖大调查”“立体创

意井盖画”等。如今，这已经是深受孩

子喜爱的经典主题活动了。

在她的引领下，闻裕顺幼儿园的教

师们也纷纷开始关注身边的生长点：

“幼儿园里的皂角树”“社区里的24个

生存活动点”“立体式节日活动”……近

年来，随着主题活动的不断生成，该园

已经逐渐构建出一个关注儿童需求、符

合儿童生长规律的生长课程体系，并引

发了全国同行的关注。

为儿童、为教师
搭建适宜的生长平台

开学这天，李江美送给幼儿园的每

个孩子一份“生长卡”。这张卡为孩子们

提供了“大玩家”“艺术家”“文学家”“生

活达人”等挑战选项，接下来每个月第三

周的周五，只要孩子们乐意，谁都可以闪

亮登场，展现自己最美的时刻。

在李江美看来，身为幼儿园管理

者，要懂得为儿童、为教师搭建适宜的

生长平台。当她还在管理尹江岸幼儿

园时，她就跳出小型幼儿园普遍发展

停滞的怪圈，盘活所有资源为每一位

教师的成长打造平台，如第三方观察、

幼儿园周边资源图、建立高手档案册

等。这不但补足了小型幼儿园相对匮

乏的资源，而且也让“小”从幼儿园的

弱势变成了优点，该园最终实现了从

宁波市四星级幼儿园到六星级幼儿园

的飞跃。

在闻裕顺幼儿园，李江美尝试“赋

权优秀教师展现自己擅长的事，支持年

轻教师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比如，喜

爱书籍的教师不但有展现自己阅读的

专用天地，而且拥有自主购买书籍的权

利；新教师绝不是学习者的代名词，而

是全新领域的开拓者。”她举例说，幼儿

园的每位教职工都有一份记录自己优

点的《星星点亮册》，保安师傅的特长是

做木工，幼儿园就培养他成为儿童木工

坊的指导教师。

“支持教师，教师才有能力去支持孩

子。”每周一，李江美还会利用业余时间

为青年教师组织“周一抱团研课小组”。

目前，参加者已经达到32个人，不仅有

本园的教师，还有来自区域内的教师。

让进入教育场的每一个人
都获得生长力

“她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

生长，人人都可以讲述自己的生长教育

故事。”教师们告诉记者，李江美对学前

教育有着一种天然的使命感，她的个人

名师工作室不但为所在的海曙区服务，

而且辐射宁波乃至全省其他地区。

2014年10月，李江美在参与宁波

市乡镇幼儿园督导活动时发现，宁波

乡村存在不少园舍硬件欠缺、教师业

务能力不足的薄弱幼儿园，且一些乡

村幼儿园应上班的家长要求周六也开

托班。

“我觉得，应该为乡村孩子做点什

么。”目睹了乡村幼儿园相对薄弱的状

况，她决定利用休息时间，自己驾车，带

上教具、学具去乡村幼儿园送教。2014

年11月29日，她和她工作室的两个学

员王晓璐、吴宏来到余姚三七市镇中心

幼儿园完成了第一次送教活动。

“李老师，你下次还来吗？”面对孩子

们渴望的眼神，李江美坚定了最初的想

法，组建起了一支“筑梦幼教公益联盟”公

益团体。此后，她和团队成员固定每月的

第二个周六下乡送教。3年多来，这个团

队由最初的3人发展到现在的近300人，

从原先的只有教师到如今各行各业人员

的加入。截至目前，他们已经进入乡村幼

儿园93次，受惠儿童超过5000人次。

“这个过程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一

位有思想的当代教育管理者必须有能

力让任何一个孩子、任何一位教师、任

何一所幼儿园都可以得到生长。这一

点绝不因外在的条件而有所打折。”李

江美深有体会地说。

□本报记者 朱 丹
通讯员 金珍珍

这两天，杭州市西湖区政苑幼儿

园的孩子们正忙着用画笔描绘一幅幅

《我的计划书》，而教师们则将这些五

花八门的计划书张贴到了各自班级的

展示区内。幼儿园的孩子也需要进行

自我规划吗？面对记者的疑惑，园长

葛素文说，这是为了引导孩子把自己

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并在接下来的

日子里努力完成自己的小目标。

“到了中班第二个学期，我们会为

孩子们设计一个教学活动，专门让他

们分享自己的成功计划书，体验成功

的快乐。”葛素文告诉记者，这是该园

园本课程“特别的我”的内容之一，“每

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尝试以

绘画的方式走进他们内心的小世界，

从而尊重、接纳和支持他们的个性化

发展”。

具体而言，“特别的我”课程围绕

每个年龄段以及幼儿的不同特点，在

幼儿园一日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引导孩

子感受独特的自我个体，大胆地表达

自身的喜怒哀乐等情绪，体会自我成

长的意义。在课程中，教师除了开展

主题教学活动，还通过组织特色活动

来激发孩子们看到自己与众不同的一

面。例如，他们为孩子建立了“小人国

里大咖秀”，不同主题、不同形式的“大

咖秀”让孩子们尽情发挥所长：有时是

一场小型音乐会，有时是摄影专场，有

时是小小故事会，有时是T台秀……

只要是孩子们愿意展现的，教师们就

会绞尽脑汁去创造机会。

“我们在鼓励孩子发现自己闪光

点的同时，也希望他们不单单只是沉

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也要学着去感

受、接纳周围的一切事物，什么都愿意

去试一试。”葛素文介绍，幼儿园为此给

孩子们提供了“派对活动”和“小队活

动”。“派对活动”是在统计全园所有孩

子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开辟的，每逢周

五，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主选

择室内外的各类游戏；而“小队活动”则

是基于孩子的最近发展区形成的“任

务”式活动，不同班级的孩子组成“种植

小队”“画展小队”等团队，活动内容统

统由孩子们商量策划与合作完成。

走进政苑幼儿园，所到之处无不

接纳着孩子的不同想法，宽松、自由、

开放的环境悄悄地发挥了不容小觑的

作用。不管是公共区域还是班级，孩

子们都拥有相对独立的私密空间，既

可以独处，也可以与同伴说上几句悄

悄话。互动区域则为孩子们提供了更

为广阔的互动空间，每个专用室都分

为室内和室外两种设置，如有室内音

乐区，也有户外表演区；有室内的科学

屋，也有户外的探究场；有室内的美术

创作，也有户外的写生活动。

“自课程实施以来，每一位教师都

已经攒下了厚厚一沓笔记本，里面原

汁原味地记录着许多个有意义的场景

或事件，也有针对某一个孩子的长期

跟踪记录，还有对孩子绘画作品的解

读。”葛素文说，这些素材除了能够直

接帮助教师对孩子进行个别指导之

外，还能形成儿童文学作品，进而以

集体教学活动的方式反馈给更多的

孩子。

□郎晓津

随着二孩政策的完全放开，越来

越多家庭进入了“二孩时代”。然而，

在享受着两个孩子带来天伦之乐的

同时，一些潜在的问题亦困扰着二孩

家庭，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头胎焦

虑症”。

“头胎焦虑症”即在二孩背景下，

大孩因情感、安全感的缺失所引发的

焦虑和不安。这种情绪会被孩子带

到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许多游戏、

活动都会诱发他们联想起自己的弟

弟妹妹或者自己被抢占的“感情”，他

们因而会表现出易怒、易哭、焦躁、孤

僻等反常行为。随着心理焦虑的不

断加剧，他们还会逐渐表现出拒绝与

父母交流、不愿意参加家庭活动、就

餐时抢占自己并不喜欢的食物等行

为。如果不及时处理心理焦虑问题，

将来很容易诱发幼儿性格和心理剧

烈变化，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

来自中班的小宇，原本是一个乖

巧懂事、充满爱心，深受父母、亲朋和

教师喜爱的男孩。最近，他的性格却

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情绪不稳、焦虑

暴躁，有时候会在幼儿园门口抱着妈

妈的腿不撒手，有时候在幼儿园里经

常抢小朋友的玩具，动辄闹情绪、哭

鼻子。与家长交流后发现，小宇的变

化皆归因于小妹妹的出现。自从家

里多了新成员，小宇的妈妈把更多的

精力用来照顾幼小的女儿，无暇顾及

小宇的感受。久而久之，他的性格逐

渐发生了变化，无理取闹的次数也变

得越来越多。

顾此失彼，是二孩家庭最真实的

写照。而这恰恰是典型的困扰当下许多家庭的

“头胎焦虑症”，必须引起家长的高度重视。

对家长而言，面对“头胎焦虑症”的时候，一味

地采取“哄”或“责怪”的方式，虽然能暂时止住孩

子的坏脾气，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问题，反而会导

致孩子形成不健全的人格。只有发自内心的爱和

信任，才能逐渐拉近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从根

本上杜绝“头胎焦虑症”。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家

长可以通过设置一些互动性较强的家庭小任务来

融洽亲子关系，邀请大孩主动参与到照顾弟弟妹

妹或者帮妈妈收拾玩具、洗袜子等幼儿力所能及

的活动中。与此同时，即便照顾二孩再忙碌，家

长也要尽量抽时间陪孩子进行亲子阅读，通过一

些蕴含亲情的小故事来感染孩子，让孩子在阅读

中体会父母之爱、手足之情。此外，家长还可以

设置一些角色转换的小游戏，让大孩在扮演家长

的过程中体会父母对自己发自内心的、毫无偏颇

的爱。

尽管“头胎焦虑症”成为很多二孩家庭的困

扰，但只要家长用心体察幼儿的心理和感情，深入

了解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再根据他们各自的性

格特征，对症设计适宜的教育方法，就能改变孩子

的感情认知和行为习惯。当然，家庭教育不可能

一劳永逸，家长需要时刻关注每一个孩子的情绪

和感情变化，适时进行引导，最终实现家长与孩子

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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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美：生长，成为最好的自己

“特别的我”——支持孩子个性化发展

9月4日，义乌市稠城中心幼儿园的小班幼儿和家长一起观看了由教师们自编、自导的木偶
戏，迎来童话般的幼儿园时光。图为表演结束后，孩子们听教师讲解自己表演的角色。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摄）

开启童话般的幼儿园生活

开学以来，为了缓解小班新生的入园焦虑情
绪，宁海县力洋幼儿园专门邀请小班家长进园，与
孩子一起参加亲子活动。

（本报通讯员 胡毓敏 摄）

思享汇

月光下的“幸福”畅想
□本报通讯员 厉利平

“什么样的幼儿教育生活是完美的、幸福的？”“教师能

为幼儿园的幸福教育生活做点什么？”……9月4日晚上，

东阳市横店幼教中心的140多位教师聚集在该园第一园

区的操场上，进行了一场关于幸福教育生活的讨论。

在皎洁的月光下，全体教师被分成16个小组，各自围

坐成一个个同心圆，共同进行一次“幸福”的畅想。“幸福的

教育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幼教中心和园区能做哪些传

承与创新？”活动现场，横店幼教中心总负责人何新勇鼓励

每位参会人员畅谈自己理想中的幸福教育生活。对此，每

个小组用图文的形式表述自己对幸福教育生活的理解，并

推选代表发言。

“幸福的教育生活是让每位教师从学习、生活、工作上

都感到满足，能获得人生最大的成功。”第一中心园区的大

班组代表倪双双说。梦上海园区“幸福大树”小组的教师

们十分赞同，在他们看来，教师的爱心、教育理念、专业素

养十分重要，幼儿园要给教师提供适宜的环境、学习成长

的机会、展示才华的平台、满意的福利待遇以及丰富的精

神生活体验。“有了这些，幼儿园才能成为孩子的健康乐

园、教师的成长平台、家长的亲密伙伴、社区的共享场所。”

第二中心园区中班组的教师补充说。

16个小组，解读了不同的16种“幸福”，阐述着各自

作为幼教中心一份子所探索出的一些理念与策略。有的

小组在现场绘就了一本幸福生活手册，有的用图表的形式

构建了一个温馨的“幸福之家”。

何新勇介绍，横店幼教中心于开学前就组织各园区园

长、中层领导及骨干教师探讨在幼儿园推行幸福教育生活

的方案，由此便有了这次全体教师对“幸福”的畅想。据了

解，在8月25日教职工结束暑假开始上班的第一天，横店

幼教中心各园区开展了“我在园门口等你”活动，迎接教职

工回园，进而让每位教师都感受到集体的温馨，体验到幼

儿园工作的幸福。

向家长发放自制安全手册

本报讯（通讯员 王 燕）日前，江山市城关幼儿园

的家长们在参加开学“安全第一课”的同时，收到了由

该园教师自制的手册《宝贝你乖乖的——幼儿安全小

课程》。

此手册不仅为家长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指导意见，而

且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地把简单的安全防护知识传递给

幼儿，教会幼儿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保护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