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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存

近日，携程亲子园工作人员虐童的视

频在网上引发关注。随着事件的不断发

酵，幼儿园教师也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有的人认为幼师门槛准入条件太低，

导致这一群体的职业素养普遍不高；有的

人归因于幼师收入低，进而导致工作上的

“不用心”。更有家长开始犹豫“要不要送

孩子上幼儿园”，甚至发出质疑：“我家孩

子的老师会不会也这样？”

尽管对幼师的批判、对幼教行业的反

思或建议不绝于耳，但我们无法否认的

是，每一个行业都会有精英和败类，更何

况这次事件是发生在一个监管不到位的

幼托所里。虐童的那些工作人员并非真

正意义上的教师，他们或许根本没有意识

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更别

提理解幼儿教育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了。

在许多人眼里，幼师的工作就是“弹、

唱、跳、画”，每天带着孩子们一起快乐地

玩耍。然而，这就是幼师真实的工作状态

吗？并非如此。从孩子们走进幼儿园的

那一刻开始，他们就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

了孩子身上。幼儿园一日生活包含入园

晨检、户外运动、区域游戏、集体教学等环

节，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教师全身心地投

入，时刻观察每一个孩子的学习与生活状

态。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利用课余时间教

学研讨、策划主题活动、设计课程……总

有人不禁地问他们：“一天连轴转很累

吧？”大多数幼师的回答却如出一辙：“当

然累，但看到孩子们的笑脸就通通忘记

了。”怀揣着这样一颗“爱孩子”的心，他们

会因为孩子脸上绽放的笑容而心甘情愿，

会因为孩子的一句“老师，我爱你”而心甘

情愿，会因为孩子更好地成长而心甘情愿。

的确，幼师是一个需要“爱心”的职业。事实上，

大多数幼师对自己的要求可不仅仅限于“爱”，还要有

“耐心”“恒心”，他们希望自己带给孩子的是“专业的

爱”。因此，有的教师为了给孩子们制订一个科学合

理的菜谱，去考营养师职业资格证；有的教师为了与

孩子们拉近距离，去钻研儿童心理学；有的教师为了

给孩子们设计出更有意义的环境，可以连续多日加班

加点；也有的教师明明嗓子哑了、腰椎劳损得活动不

便，却依然在幼儿园里忙碌着……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些都不是“别人家的老师”，恰恰就是“你家孩子的

老师”，我们身边一点儿都不缺乏对孩子尽心尽责的

教师。

“博学慈幼 正蒙笃行”，是中国当代幼教奠基者

卢乐山先生对幼教同行的训诫，其寓意在于幼儿教育

工作者的专业学识要广博，对待孩子要有一颗慈爱之

心，启蒙教育方法要科学，理论要付诸实践并勤于实

践。这也正是一代又一代幼师努力践行的方向，他们

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付出，追随着儿童的脚步不断地

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在美好的职业里用专业知识教

育、引导孩子，帮助家长解决育儿过程中产生的困惑。

所以，别把“黑锅”甩给幼师，他们需要的是尊

重、理解和信任；也别再喊他们“保姆”“阿姨”，除了

悉心照顾孩子之外，更多时候他们的角色是儿童研

究者。

□本报记者 朱 丹

近年来，我省幼儿园涌现了一大

批课程建设的先行者，但在推进课程

改革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不少问题。比

如：幼儿园课程质量存在区域性差异、

园所间差异，部分幼儿园仍然有“小学

化”倾向或“看管式”“放羊式”现象；幼

儿园课程方案参差不齐，质量不高；课

程内容脱离幼儿园实际，课程资源开

发不足；一日活动安排不够合理、科

学，课程实施随意性大；课程评价相对

缺失或形同虚设等。

针对这些问题，省教育厅近日出台

《关于全面推进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要

求加强课程的园本化建设，通过园本化

课程方案的开发、实施与评价，全面提

升幼儿园教育质量，努力保障我省每一

位幼儿从“有园上”迈向“上好园”。

这是我省继正式实施《浙江省学

前教育条例》之后，又一个在全国范围

内首创的重要指导文件。它不仅贯彻

落实了《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

育指导纲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的精神，而且也为我省广大幼儿

园和一线教师明确了方向。

以儿童发展为本
是课程改革绕不开的坎
《指导意见》指出，我省全面推进

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主要任务包括编制

完善园本化课程方案，突出“儿童”这

一课程主体；加强课程的园本化建设，

丰富课程资源；改进课程的园本化实

施，科学合理安排幼儿园的各类活动

与游戏；深化课程评价改革，注重过程

性、多元化的评价。

省教育厅学前教育处处长王振斌

说，四个方面的工作都指向“以儿童发

展为本”的核心理念。幼儿园课程改

革不仅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严

禁“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过度教

育，还要遵循教育规律，为幼儿全面发

展提供所需的关键经验。

“目前，我省许多幼儿园都在尝试

‘做课程’，但作为课程研究者的教师

往往容易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去设计课

程，进而偏离了‘儿童本位’。”杭州市

娃哈哈幼儿园园长、省特级教师张群

曾参与该文件草案的论证工作，在她

看来，新颁布的《指导意见》意义非凡，

它体现了对儿童的敬畏、对学前教育

的敬畏。“《指导意见》引导广大一线教

师将视角聚焦于儿童本身，真正地从

行动上做到‘蹲下身来看儿童’，进而

去发现与研究‘儿童的发现’。”

“《指导意见》还明确指出‘一日生

活皆课程’，并强调了游戏是幼儿的基

本活动，如保证幼儿充足的游戏与活

动时间、创设儿童自主游戏区域等。”

浙江师范大学幼儿师范学院副院长、

浙江师范大学幼儿教育集团副总、省

特级教师王芳认为，这有助于扭转部

分幼儿园存在的“小学化”倾向，进而

明确幼儿的学习特点与学习方式。

课程的园本化
是不断提升课程适宜性的过程
王芳介绍，浙江师范大学幼儿教育

集团近20年来致力于研究幼儿情绪情

感的发展规律，将积极情绪的培养、情

感品质的培育、情绪能力的发展与幼儿

一日生活融为一体，构建与实施了以情

感教育为旨归的“织网式”课程。就在

2016年，该园独创的课程获得了浙江省

人民政府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尽管不少幼儿园都在使用自己开发的

课程，但《指导意见》所提出的园本化课

程建设分类原则终于让我们吃下了一

颗‘定心丸’，使得幼儿园对接下来的课

程研究更有信心了。”她说。

《指导意见》将园本化课程建设分

为两类：第一类是对经省级及以上教

材审查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师指导用

书和课程资源，根据本园幼儿、教师的

实际及资源状况，进行园本化改编；第

二类是有条件、有积累的幼儿园可以

在明确的课程理念指引下，借助相关

的资源，形成真正适宜的、有效的园本

课程。对于园本化课程建设属于第二

类的幼儿园，经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

核同意，可以不选用经省级及以上教

材审查委员会审定通过的教师教学指

导用书。

“以往，我们对园本化课程的理

解更多地停留在两个层面，一是认为

园本化课程就是幼儿园特色课程，教

师们挖空心思地想要做出一些与其他

幼儿园有所不同的活动形式和内容；

二是认为园本化课程很‘高大上’，普

通幼儿园无法去做这样的课程。”宁波

市海曙区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省特

级教师胡剑红坦言，随着全省幼儿园

课程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教师意识

到，课程的园本化建设是不断提升课

程适宜性的过程。“园本化课程是多样

态的，没有哪一种课程可以完全适合

不同背景下的幼儿园。对幼儿园来

说，只有适合的课程，没有最好的课

程。”她解释说。

王振斌指出：“区别于过去所提

的幼儿园特色课程和园本课程，园本

化课程更强调整体性。而园本化课

程方案是基于幼儿园实际的顶层设

计，也是适合幼儿园发展的课程总方

案。在编制和完善方案时，要突出整

体性，对课程背景与条件、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

管理与保障等基本要素进行合理的

规划和组织。”

落实课程改革
是一场全方位推进的行动
目前，全省大体上分为四批全面

推进幼儿园课程改革。第一批从今年

开始，每个县（市、区）选取1/4的幼儿

园全面推进课程改革。往后3年，每年

逐步选取1/4的幼儿园全面推进课程

改革。每批都要选取不同类型、不同

等级的幼儿园参与。

在推进过程中，课程改革如何落

实于行动？“这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教

研相关人员、幼儿园园长以及一线教

师等多方合力。”王振斌说。对此，《指

导意见》也做了相关要求，在区域层

面，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课程改革

的领导、监督与评估，建立覆盖各类幼

儿园的教研指导网络，组织开展对园

长、教师的专项培训；在幼儿园层面，

要建立以园长为组长、一线教师广泛

参与的课程改革领导小组，研究制订

幼儿园课程方案、课程建设规划，指导

教师做好课程实施方案，加强课程质

量的内部自我评价并不断改进。

“作为幼儿园课程建设的第一责

任人，园长的课程领导力直接决定了

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方向与成效。”宁波

市海曙区启文幼儿园教育集团的“三

味”课程近来引起了省内外幼教同行

的关注，并被评价为“基于儿童立场出

发的课程”，园长邵爱红深有体会地

说：“除了对课程的觉知能力，园长还

要具备课程的建构能力、管理能力以

及评价能力，才能做到园本化课程的

可持续性发展。”

“依据《指导意见》精神，一线教师

作为课程的实施者和创建者，是提升

课程质量的关键。”邵爱红分析说，一

方面，教师身为课程实施者，要认真贯

彻、领会课程的理念和内涵，努力使自

身的教育教学行为符合幼儿园课程建

设的要求；另一方面，教师又是课程的

创建者，在实施过程中要依据幼儿的

兴趣和需求，基于适宜的课程资源，动

态地、即时地不断生成课程，从而丰富

园本化课程的实践。

□本报通讯员 史望颖

“世界那么大，现在就出发，我们

是大自然的野孩子，丛林草原任我们

放肆地玩耍……”在深秋暖阳下，宁波

市海曙区章水镇中心幼儿园每月的

“亲自然日”又到了，教师和孩子们一

路欢歌开启了林中探秘之旅。

活动中，孩子们不仅观察了秋天的

树和落叶，还在树林中找起了自己的

“宝贝”：有的孩子找到了蚂蚁、蟋蟀，装

进玻璃瓶观察；有的孩子找到了自己喜

欢的树叶、野花野草，开始了创意拼贴，

完成了一幅幅童真的树叶贴画。除了

林中探秘，这次“亲自然日”活动还设置

了亲子摘橘和柿林采摘环节。

像这样的“亲自然日”活动，章水

镇中心幼儿园每月都会开展一次。根

据体验对象的不同，分为“草、景、艺、

水、石、泥、林、巷”共8类游戏。通过一

学年的时间，每位幼儿均能积累“草之

乐”“景之乐”“艺之乐”“水之乐”“石之

乐”“泥之乐”“林之乐”“巷之乐”等体

验，如他们在“水之乐”中化身为嬉水

精灵，“泥之乐”中成为泥地顽童，“林

之乐”中变身成大山之子……

“我们幼儿园地处四明山畔，周围

有着广阔的田地、清澈的溪水、错落的

小山坡和诱人的果树林。然而，在‘自

然缺失症’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我们

一直在思考如何让孩子们亲近大自

然，并在大自然中释放天性。”园长俞

华萍介绍，基于这样的考虑，该园依

靠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开发了一系

列自然体验课程，让身边的大自然成

为活教材。

除了“亲自然日”，该园还开发了

农耕式养殖体验和原野式狂欢体验等

野外自然体验课程。其中，原野式狂

欢体验是节日活动，以“春季开锄节”

“秋季野趣节”“达人成长节”的形式开

展，每个节日历时均为一周，活动内容

不仅包含富有野趣的开幕式和闭幕

式，还有桃林迎春、登山远足、丛林野

战、溪畔寻野、泥地撒欢以及军事训练

等野外亲子活动和年级组活动。“在3

年的幼儿园生活中，每个孩子都上过

山、下过水、挖过土，他们都能亲历‘种

三宝’‘挖三草’‘养三虫’等一系列活

动。”俞华萍说，为了保障野外活动的

顺利开展，她和教师团队在每次活动

之前都会经过多次实地考察，排除安

全隐患。同时，他们还会对幼儿进行

安全教育，提升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走进章水镇中心幼儿园，迎面而

来的都是大自然的元素。每条走廊有

着不同的主题，教师们利用木头、竹

子、稻草等大自然中的原生态资源创

设了以“木之韵”“竹之风”“田野风”为

主题的课程长廊，这些再普通不过的

材料传达出了乡村教育者最朴实的心

愿：为孩子们创设一个充满爱、充满想

象的成长环境。

幼儿园还重点开发了“文化生活

体验”活动，以村落式探索体验即“自

然小镇”的形式开展。“小镇”由敲敲

村、搭搭村、编编村、花花村、演演村、

黑黑村、躲躲村、修修村、嬉嬉村等14

个村落错落有致地组成，各村落互相

毗邻，参照乡村社会职业场景而建。

幼儿通过“走村制”的玩法，在不同村

落扮演各行各业的角色。

“在这所自然孕育下的森林幼儿

园，教会孩子多少知识不是目的，重要

的是唤醒孩子们的灵魂，让他们在自

然环境和自然状态中体验，并在他们

的心里种下‘乐探究、善表达、愿坚持、

敢创造’的种子，成为回归自然的‘山

水达人’。”让俞华萍感到欣慰的是，自

然体验课程实施以来，孩子们变化很

大。“农村孩子的胆怯不复存在，取而

代之的是那种洋溢在脸上的自信、表

现在‘小镇’游戏过程中的大方、翻山

越岭时的坚持。”她说。

“小京迷”走进乡村
宣传十九大

本报讯（通讯员 朱惠敏）“我们的祖国真辉煌，‘一

带一路’有成效。产业旺、生态适宜居、乡风文明，人民的

生活和福美……”近日，长兴县小浦镇中心幼儿园的“小

京迷”们走进小浦镇大岕口村，给村民表演了师生自创的

京剧《辉煌中国》，通过这样的形式，向广大村民宣传党的

十九大精神。

据了解，该园于前一段时间开展了“中国娃”主题教

育活动。为了挖掘孩子身边的活动资源，该园教师组织

幼儿观看《辉煌中国》宣传片，并结合幼儿园的京剧特

色，把幼儿感触最深的内容改编成了京剧唱词，以独特

的方式传播党的十九大精神。

落实指导意见 幼儿园课改不“跑偏”

近来，象山县机关幼儿园的孩子们迷上了消防安
全游戏棋。据了解，这是孩子们根据班级、家庭的逃
生路线，自己制作的消防逃生棋，棋面上还画有简单
易懂的消防安全标志和灭火器械等自救物品。

（本报通讯员 应 珠 摄）

做回归自然的“山水小达人”

近日，在杭州市西湖区枫华府第学前教
育集团的“勇敢壮壮节”上，大班幼儿进行了
为期 3天的“我是小小兵”军训体验活动，内
容包括队列训练、军事生活体验、亲子会操
表演等。

（本报通讯员 杨小兰 徐哲忞 摄）

我是我是一个“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