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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汇 幼师的这些核心能力，你具备了吗

与孩子间的“阅读约定”

开学日，丽水市莲都区老竹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
“留下成长纪念”活动。图为幼儿正在“时光相机”中拍
摄留念。

（本报通讯员 吴旭勇 摄）

江山市恒泰幼儿园给孩子们送上了一份
“神秘礼物”。孩子们自主选择悬挂红包，拆开
红包后按照里面的指示去相应的地点领取新
学期的礼物。

（本报通讯员 祝惠新 田均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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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乐翻天

□沈群英

每年，幼儿园都会有新生入

园。面对一张张稚嫩、可爱、陌生

的面孔，不禁会思考：我们不仅要

认真对待孩子在幼儿园 3 年的学

习生活，还要考虑他未来的 30 年，

那么，学前教育阶段能做些什么从

而让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呢？我

想，“一个都不能少”的理念，或许

值得广大幼儿园及教师借鉴。

“一个都不能少”，体现在润雨

无声般的环境创设中。在我所任

职的东阳市实验幼儿园，每天放学

后都会看到流连于幼儿园的孩子

们。特别是位于教学楼四楼的“艺

海小镇”，这是他们最喜爱的地

方。此处由教室过道改造而成，模

拟了一个真实的社会场景，里面有

超市、银行、小卖部、医院、茶馆

等。每到活动时间，“艺海小镇”就

会热闹非凡，孩子们有的穿上警

服、有的穿上白大褂，扮演各种不

同的社会职业角色。而设置在一

楼走廊上的“游戏一条街”，又呈现

了另一番生动景象，孩子们有的戴

着安全帽在“木工坊”里锯木头、拧

螺丝，有的在“女工坊”里织布、绣

花……在这样的情境下，每一个孩

子的潜能都可以在真实、放松的状

态下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并逐渐

意识到那个独特的“我”。另外，每

个班级都设有开放式的图书角。

温馨的阅读环境让孩子们可以在

入园、离园、区角活动、自由活动等

不同时间段，感受阅读的愉悦。

“一个都不能少”，还体现在以

游戏为载体的教育活动中。例如，

在历时一个月的科技节上，每一个

孩子及家庭成员都会参与其中。

他们在参加开幕式、闭幕式及科技

游园活动的同时，还进行科学大调查、亲子创意制

作、科学大观影、科学知识竞赛等游戏。内涵丰富

的活动，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上台或亮相的机会，也

给每一个孩子都带来了独特的经历与体验。

“一个都不能少”，更应该根植于幼儿园教师的

心里。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我们要用爱心和诚心去

帮助每一个孩子，挖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让他

们成就最好的自己。幼儿园在举办节庆活动时，总

是会减少单人表演，增加集体表演；升国旗的小旗

手数量有限，那就增加升园旗项目，让更多孩子感

受升旗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在校园广播站，可以让

相对腼腆的孩子去发声，增强自信；每个孩子轮流

担任礼仪小天使，加强人际交往的能力……教师为

孩子们打造这些适宜的平台，就像在一张张白纸上

增添缤纷的色彩，助力他们个性化成长。

除了“孩子一个不能少”，还要倡导“家长一个

不能少”。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幼儿园，更离不开

家庭，只有建立并形成家园共育的良好格局，才有

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幼儿教育。在各项活动

中，幼儿园不妨给家长留一个“角色”。譬如，在环

保主题活动中，鼓励家长一起参与，通过“一个孩

子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小区，一个小

区带动一个城市”，间接推动整个社会环保意识的

提高。这恰恰也是教育的一种辐射功能。如何让

每一个家长都真正进入教育过程，更好地发挥家

园共育的作用？我园开启了家长参与式服务项目

管理，通过家访、家委会值周、节日教育活动、亲子

活动、家长开放日、爸爸老师日、主题家长会、父母

茶座、家长参与评优等方式，充分发挥家长智慧，

增进家园互动。

（本文作者系东阳市实验幼儿园园长、省特级

教师）

□本报记者 朱 丹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印发

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

如何破解当前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等作出顶层设计

和明确要求。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

中央出台的第一个专门面向教师队伍

建设的政策文件，《意见》提出了总体

目标任务：到2035年，尊师重教蔚然

成风，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

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教师

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

然而，过去一年，因频频出现伤

害儿童身心的事件，幼儿教师成为一

种饱受质疑的职业。那么，幼儿教师

应具备哪些核心能力，才能成为孩子

喜爱、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对象？

带着上述问题，新学期伊始，记者走

访了我省一些幼儿园。

真正爱孩子的能力
随着幼儿教师被不断地推向舆论

的风口浪尖，越来越多人认为幼儿教

师普遍素质偏低。“事实上，并非所有

人都适合当幼儿教师。”在浙江师范大

学幼儿教育集团园长、省特级教师朱

瑶看来，当幼儿教师的首要核心能力

是“真正爱孩子的能力”。

“你爱孩子吗？”每当我们这样问，

绝大多数幼儿教师都会给出肯定的答

案。“爱孩子的第一步是要把自己‘变

成孩子’，能和孩子‘疯在一起’，以孩

子的视角去看待幼儿园中的各种活

动，从而懂得什么时候给予什么样的

回应和支持。”来自长兴县中心幼儿园

的丁婉璐告诉记者，长期积累下来的

一线教育经验让自己明白，“爱孩子”

可不只是“给孩子一个微笑”或“给孩

子一个拥抱”那么简单。

“除了爱孩子，更要懂孩子。”朱瑶

解释说，“懂孩子”即善于解读孩子的

行为，教师要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和了

解孩子现有的经验发展水平。“而这种

解读，必须带有评价，包括来自教师的

评价和孩子的自我评价。”

对此，宁波市海曙区教育局教研

室副主任、省特级教师胡剑红将其总

结为“幼儿教师的专业敏感力”。“这

种能力首要指向认识儿童的敏感

力。具体而言就是，幼儿教师面对儿

童，能够在短时间内通过观察，对儿

童的行为、表现做出初步判断，并为

与这个孩子的互动提供科学依据。”

她认为，这种敏感力一部分来自教师

的个人天赋，但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学

习儿童观察与评价方面的知识，并在

实践中积累和反思师幼互动的经

验。“当一个幼儿教师具备了这种能

力，就可以对儿童作出客观评价。尤

其是在与家长沟通时，能够做到专业

自如。”胡剑红说。

“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家长与幼

儿教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教师更懂

得用专业知识去科学、合理地解读儿

童，并以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学习方式

为出发点给予适宜的支持，帮助他们

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平湖市教师进

修学校幼教教研员、省特级教师包亚

燕对记者说，解读儿童、发展儿童的能

力让家长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幼儿教

师的专业性。

“另外，教师还应该具备创设儿童

学习发展所需环境的能力和设计游戏

及多样化学习活动的能力。”温州市鹿

城区教师培训和科研中心幼教教研

员、省特级教师陈碧霄补充说。她所

阐述的一系列能力可以归结为一种能

随时关注到幼儿细微需求的关注力，

而这种“关注”考验的是教师把握细节

的能力。

不仅专业过硬，还有满满正能量
针对如何建设一支高素质善保教

的幼儿教师队伍，《意见》提出，要支持

师范院校设立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热

爱学前教育事业，幼儿为本、才艺兼

备、擅长保教的高水平幼儿园教师；优

化幼儿园教师培养课程体系，突出保

教融合，科学开设儿童发展、保育活

动、教育活动类课程，强化实践性课

程，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综合能

力。同时，要建立幼儿园教师全员培

训制度，切实提升幼儿园教师科学保

教能力；创新幼儿园教师培训模式，依

托高校和优质幼儿园，重点采取集中

培训与跟岗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训幼

儿园教师。

朱瑶说，保教能力是幼儿教师的

基本功，每一个教师都要明确自己在

“教什么”（教学内容知识）、“教给谁”

（教育对象的知识），以及“怎么教”（教

学方法的知识）。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还要在

教育实践后进行深度反思。”包亚燕认

为，幼儿教师反思教育的能力能够助

推其专业成长。这与美国心理学家波

斯纳的教师成长公式不谋而合——

“教师发展=经历+反思”。这个公式的

意思是，教师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许

多经历，但如果没有反思的过程，很难

将这些经历转化为自身发展。

如果说专业知识和素养是幼儿教

师的硬实力，那么健康和谐的身心、积

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等就是幼儿教师的

软实力。“其实，幼儿教师这个职业的

门槛很高。除了那些‘硬杠杠’，阳光、

善良、正能量等也是幼儿教师应该拥

有的核心特质。”杭州市西湖区学前教

育指导中心教研员、省特级教师沈颖

洁感触地说，春节前覆盖杭城的一场

大雪，让她发现，教师们大多在欣喜地

赏雪景、堆雪人，并热忱地带着孩子们

一起探索“雪的秘密”，思考如何去拯

救被压弯的树……

在浙江师范大学幼儿教育集团，

有一个功能室专门面向该园教师开

放。室内的墙面上贴着3幅图表，里面

包括“调控情绪的策略”“学习识别与

表达自己的情绪”等内容。“我们希望，

教师每天在幼儿园都是快乐的。”朱瑶

还倡导教师们构建能力发展观，“无论

是孩子，抑或是教师，都应该具备这种

‘天天向上’的动力。”

杭州一幼儿园“自助餐”式
家长研修坊课程受追捧

本报讯（通讯员 黄赛华）“招牌菜”“私房菜”“创意

菜”……近来，杭州市东新实验幼托园组建家长学校专家

资源库，推出“自助餐点式”家长研修坊课程，满足家长不

同的教育需求。

“自助餐点式”家长研修坊课程“菜系”丰富多样：“招

牌菜”，即围绕先进教育理念、根据年龄段推出的经典又

有时效的课程，主讲人多为幼教专家；“私房菜”围绕幼儿

园办园目标、特色等，设计具有个性化的家长活动；“拿手

菜”则是家长根据自身职业、个人特长，自主申报的“菜

色”，如“孩子阅读习惯培养”“交通安全小知识”“家庭急

救处理”等；而“创意菜”则是通过亲子活动，提升家长的

创造力、想象力。据了解，每次课程开始前，幼儿园组织

家长定时、定点在微信和QQ等网络平台上，根据需求进

行网络抢课，以期为家长提供更多实用有效的服务与指

导。当课程接近尾声，每个参与课程的家长都需要填写

课程反馈表，谈感受、记收获。

□本报通讯员 朱 煜

“小朋友们，獾和狐狸看到彩虹后

会想到些什么？它们为什么要急急忙

忙地奔跑呢？”每逢周末，在湖州市浙

北大厦购物中心六楼的共享书吧里，

总能看到湖州市实验幼儿园教师的身

影。他们和前来阅读的孩子们围坐在

一起，共度阅读时光。

共享书吧是由湖州市蚂蚁公益主

办、湖州市吴兴区教育局协办的一项

公益活动，活动从2017年11月开始推

广，为幼儿园到中学12个年龄段的孩

子搭建免费阅读的社会平台。自共享

书吧活动发起以来，湖州市实验幼儿

园率先成为教师引导式阅读服务的试

点园，实验幼儿园的教师们也成为首

批参与志愿服务的导读教师。

早期阅读一直是湖州市实验幼儿

园的教学特色之一。该园对早期阅读

的目标设定、内容体系、教学策略等方

面都进行了系统化探索，研究成果曾获

首届浙江省幼儿园精品课程。近年来，

该园还借助省、市、区多级教研培训平

台，将早期阅读的研究成果进行延伸

式、覆盖式、滚动式推广，并将自主阅读

与故事表演、模仿绘画、游戏再现等多

种形式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早期阅读

活动链教学模式。在湖州市实验幼儿

园的红丰、都市、东部3个园区，纷纷开

辟了“阅读吧”，为幼儿购置了优秀绘本

读物，营造舒适的阅读环境。

据统计，自共享书吧活动开展以

来，该园参与导读的教师已有近50人

次，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部分教

师已是第二次走进书吧与孩子们分享

阅读的快乐。“在共享书吧里，我们运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循序渐进地让孩

子们获得与绘本相关的自然知识、人

文经验，提高他们自主阅读和表达的

能力，进而让他们在绘本中领略另一

个‘奇妙的世界’。”该园志愿导读的教

师吴小波说，目前，共享书吧不仅吸引

了许多小读者，家长们也纷纷参与到

亲子阅读的队伍中。

“优秀图画书是幼儿阶段亲子阅

读的最佳读物，孩子们在图书的世界

里可以获得美的体验。”2017年底，该

园园长许芳芳为共享书吧的家长们带

去了一场关于亲子阅读的专题讲座，

并为其推荐了不少图画书，如《我喜欢

的小毯子》《棕熊的神奇事》《我会有个

弟弟吗》《胆小的老鼠》等。

许芳芳坦言，对于前来共享书吧

的家长来说，他们最困惑的就是“如何

在家庭中开展亲子阅读”。为此，教师

们在导读过程中向家长推荐了许芳芳

独创的“亲子阅读七步法”：第一步“从

封面和封底开始讲故事”，从封面图案

中找到亲子阅读的“突破口”；第二步

“寻找藏在环衬里的秘密”，环衬中色

彩、图案的编排为整本图书内容的介

绍埋下伏笔；第三步“看看文字和图画

讲了什么故事”，把幼儿的自编自讲与

家长的读讲文字稿相结合；第四步“用

心体会是什么力量推动翻页”，家长引

导孩子观察了解图书前后页之间的关

联；第五步“反反复复多看几遍”，反复

多看能使孩子对绘本、对故事的理解

更清晰和完整；第六步“仔仔细细看看

版面的设计”，从版面设计中去研读作

者在故事背后隐藏的独特想法；第七

步“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

有会讲故事的教师，有精美的绘

本，共享书吧已经成为当地孩子的阅

读乐园。到了周末，许多孩子都会去

书吧里“坐一坐”“听一听”“说一说”

“玩一玩”，有的孩子还会把这里的故

事分享给家人。作为共享书吧里的

“大读者”，湖州市实验幼儿园中班幼

儿王抒墨妈妈说：“这个学期，我已经

带着孩子前后三次走进书吧，寒假里

也会坚持去。慢慢地，这也变成了家

长、教师和孩子共同的‘阅读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