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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一度

□本报记者 朱 丹

“孩子们，我们一天要吃几种颜色

的食物呀？”“今天你吃绿色食物了

吗？”“哪种颜色的食物吃得最多

呢”……在宁波市镇海区实验幼儿园，

孩子们常常会根据“五色食物原则”来

搭配自己的膳食。原来，该园根据食

物的天然颜色把食物大致分为五色，

并将红、白、黑、黄、绿这5种颜色和幼

儿所需的营养知识结合做了一张多彩

食物营养配比图，加强幼儿对食物营

养的认知。“食材中蕴含了大量潜在的

知识，这是孩子不容易直接获得的。

因而，我们开展了色彩食育，教会幼儿

一日三餐如何合理选择食物。”该园园

长宓丹颖说。

近年来，面对儿童普遍存在挑食

偏食、边吃边玩等不良饮食行为，以及

日益突出的儿童肥胖问题，越来越多

人意识到饮食对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的重要性。目前，我省已有不少幼儿

园开始尝试与探索食育，通过创设让

儿童易于理解与接受的活动及课程，

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从活动走向食育课程
“日本2015年颁布的《食育基本

法》将食育视为智育、德育和体育的基

础，它是一种通过各种各样的经验来

学习有关‘食’的知识以及选择‘食’的

能力，进而培养能实践健康饮食习惯

的教育。”长兴县太湖街道中心幼儿园

办公室主任缪微解释说，“通俗地说，

就是关于‘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的

教育。食育的内容不仅包括食品及营

养常识、饮食安全、饮食文化等知识，

还涵盖日常生活能力、保持健康的能

力、感恩的能力等培养。”

在环境创设时有意识地选择“食

元素”，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递相关

知识；开设“果蔬坊”“小吃街”“厨房”

等区角，帮助幼儿在区角活动中模拟

真实生活进行实际操作，从而获得有

关“食”的知识和能力；将食育与五大

领域的教育融合起来开展主题活动，

如“买菜”活动就涉及社会、数学等领

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幼

儿园通过环境创设、区角活动、主题活

动等形式对幼儿开展食育。

长兴县张家村花园幼儿园的食

育是从幼儿进餐环节入手的。“无论

是在幼儿园还是家庭中，幼儿不良进

餐习惯普遍存在，有的边吃边玩、边

吃边讲，吃饭耗时；有的挑食、偏食，

遇到饭菜不合胃口就情绪不佳。”该

园负责保健工作的教师朱卫芳说，为

了改变孩子的进餐现状，该园打破传

统意义上的由教师分餐、幼儿等待的

进餐方式，放手让幼儿自主选餐进

餐，最大限度支持幼儿自己动手拿餐

具、盛饭、端碗盘、进食、擦嘴、送餐

具、漱口等。

“进餐环节是开展食育的最佳时

机。我们可以根据当下情境来干预和

引导幼儿的饮食行为，包括传递营养

知识、纠正不良饮食行为、鼓励节约粮

食等。”来自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文

清幼儿园的吕凯建议，教师不妨将饮

食习惯创编成儿歌或手指游戏，在用

餐前和幼儿玩一玩，或者将当天的食

材做成卡片，和幼儿一起玩“食物大探

险”的游戏，使其通过游戏了解不同食

材的特点。

过去6年，宁波市镇海区实验幼

儿园更是尝试以“营养”和“礼仪”为两

大核心探索开发实施幼儿食育课程。

宓丹颖介绍，课程借助六大载体来实

施，其中集体教学活动主要帮助幼儿

了解一日三餐的重要性，学习主食和

副食的搭配、荤素食品的比例等；种植

活动是让幼儿认领种植内容，在感知

植物生长的过程中体会食物的来之不

易；区域活动重在角色扮演，让幼儿了

解并掌握进餐礼仪；“童食坊”活动为

幼儿创设同伴交流与学习的场所；节

庆活动帮助幼儿学习节庆日时餐桌上

需要注意的礼节，并运用到生活中去；

家庭活动则是以家长为主要对象，指

导家长纠正幼儿的不良饮食习惯。

家庭是开展食育的重要支撑
宓丹颖认为，在食育课程的实施

过程中，家长的支持必不可少。比如，

该园针对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

件，召开了“食为天”家庭健康饮食研

讨会。活动前期，教师们把“零食对幼

儿身体健康的危害”“挑食的源头”“快

餐进行时”等话题提供给班里的家

长。活动时，家长通过沙龙活动研讨

家庭饮食现象与健康饮食的重要性，

进而调整家庭饮食习惯。

近年来，杭州市文苑学前教育集

团发起了“肥胖儿童行动计划”，希望

通过家庭和幼儿园两方面的努力，帮

助幼儿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运动习

惯。早在2012年，国家卫生部首次发

布的《中国儿童营养发展报告》显示，

2010年城乡儿童肥胖率相对2005年

大幅度上升。“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

情况下，儿童肥胖问题日益突出。而

肥胖儿童所在家庭的生活习惯存在着

共同的特点，如非理性进食过多、运动

量不足等。”在该园办公室副主任冯昕

园看来，没有家长的参与和配合，这个

计划很难成功。

对此，该园各个园区的保健医生

对所有幼儿进行了身高、体重的测量，

把评估中被评为有“肥胖倾向”或“肥

胖”的孩子确立为管理对象。他们向

其家长发起动员，并与之签订承诺

书。保健医生团队还专门制定了《文

苑学前教育集团肥胖儿矫治方案》，内

容包含饮食调整（均衡饮食）、行为矫

治、运动处方及各类运动所消耗的热

量四个方面，并为家庭提供肥胖儿矫

治指导方案，引导家长与孩子一起创

建肥胖儿健康档案、制订适宜的“家庭

行动计划”。平时，家长、班级、幼儿园

三方协同矫治肥胖儿，重点对肥胖儿

进行身体监测。冯昕园告诉记者，仅

是上学期，该园管理的27名肥胖儿中

就有25名体重得到有效控制，更可喜

的是有7名从学期初的中度肥胖减到

轻度肥胖或仅为超重。

食育，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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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瑶卿

以音乐活动的方式调动儿童全身的

感官来感受绘本，是绘本阅读的最佳状

态。以绘本为载体，引导儿童在音乐活动

中享受旋律、体验节奏、表现感受，是音乐

活动的最佳状态。绘本与音乐的融合需

要教师的智慧。

绘本与音乐融合的价值在于：第一，

绘本与音乐都有着相同的正向价值内涵，

两者的融合让幼儿对内涵的体验更为深

刻，而教师需要解读绘本、精选音乐，使得

两者更为契合；第二，绘本的故事角色和

音乐中的音乐形象可以共通，激发幼儿创

意表现的兴趣；第三，绘本故事的情境冲

突如跳动的音符一般，就像在讲述一个音

乐故事，充满创造性和想象力。

在绘本与音乐融合的过程中，适宜性

很重要。因此，在设计路径时要注重两者

的相互匹配性。比如，基于绘本寻找适合

的音乐，可以从故事中角色的特点出发，

也可以从故事情节出发；基于音乐的特

点，从风格、结构、节奏、旋律、速度等方面

来寻找合适的绘本；基于儿童的发展需

求，寻找合适的绘本与音乐。需要注意的

是，在以绘本为故事基础设计音乐活动的

时候，教师要准确把握故事本身所表达的

内涵。同时，教师在提炼动作、设定情境线索时，也要

考虑到有助于孩子们体验、表达人物的情感，从而让他

们产生共鸣，而不是仅仅流于形式和表面。

事实上，绘本中有许多元素可以成为音乐活动的

支架，包括语言、情节、图片等。在笔者领衔的杭州市

上城区多彩和音名师工作室，不少教师都进行了整合

性音乐活动的探索。有的教师把绘本中的语言改编到

音乐中或是用绘本中的图片来诠释音乐结构，为幼儿

掌握音乐结构做了很好的支架。有的教师以绘本作为

前期经验或是把绘本故事融入歌唱活动中，让故事情

境变成了儿童游戏的情境。

当绘本与音乐融合之后，能够看到儿童的变化，也

能够看到教师的转变。于两者而言，都处在一个高自

我效能感的良性循环中。对儿童来说，两者的融合，让

艺术活动更符合儿童的发展需要和年龄特点。他们在

一定的想象空间中，用不同的感观来体会音乐和绘本

传达的正能量。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想象力、创造

力、表现力、表达力等都获得了提高。对教师来说，他

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课堂：儿童更投入角色的课堂、儿童

更愿意表现的课堂、儿童更愉悦并获得成长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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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吴英娟

一大早，桐庐县富春江幼儿园教

育集团俞赵园区的种植园里就传来

了孩子们的欢呼声，原来是中一班幼

儿种植的蚕豆成熟了，孩子们和教师

相约在这天一起采摘。面对眼前藏

着蚕豆的豆荚，孩子们瞬间产生了许

多个“问号”：“哇，这个豆荚这么大，

里面的蚕豆肯定也很大吧？”“我这个

上面有黑黑的东西，是什么呀？”……

他们一边七嘴八舌地讨论，一边采摘

蚕豆，很快就装满了好几个箩筐。回

到教室，孩子们带着心中的疑问分组

剥蚕豆，发现并分享蚕豆的小秘密。

采摘活动是俞赵园区田园系列

主题课程的重要实践活动之一。“我

们不单单是为了让孩子体验农活，而

是希望他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主动地

参与、真切地感受，用自己的方式发

现自然、理解自然与表达自然。”集团

总园长麻允琴说，该园区位于青山脚

下，被茶园所环绕，是一所名副其实

的乡村幼儿园。两年多以来，该园区

基于周边的自然环境以及村落的乡

土资源，对田园课程进行了探索与实

践，让幼儿以“我是乡村小主人”的姿

态去感受家乡。

为了支持幼儿在田园系列主题

课程中的学习实践，该园区结合周边

自然环境和俞赵村落社会人文环境，

创设了能够与孩子们进行“对话”的

园所环境。园区大环境展示了幼儿

在课程中所生成的作品，包括绘画作

品、手工作品、游戏材料等。而走廊、

拐角的环境创设也处处体现了主题

活动教学与环境的相互支持，如一楼

长廊的“俞赵娃娃木工坊”、二楼楼道

平台的“俞赵过时节”、楼梯转角平台

的“动物世界”“问答树”等。

走进教室，你会发现，每个班级

都拥有自己的特色区域：“稻稻小院”

是对稻草的利用和艺术创作；“瓦艺

坊”由古朴的建筑材料布置而成，是

对瓦片的装饰和美化；“竹艺乐园”以

自然物为基础，是乡村田园自然风光

及人文的构想和再创作……在这些

特色区域中，孩子们可以充分利用资

源进行创作，并展示他们的创作成

果。正如这次采摘蚕豆活动结束后，

该园教师将蚕豆这一自然材料引入

班级区域，如在中班的“益智区”增设

小游戏“猜猜有几颗”，在“农家乐”区

域推出了一道时令菜“葱油蚕豆”。

在教师们看来，孩子身上那种与

生俱来的“亲自然感”能够让学习变

成一种享受。“无论是田里丰收的农

作物、树上结出的累累果实等可以看

到的物质资源，还是‘俞赵过时节’系

列田园民俗文化类的节日资源，都是

孩子们乐于探究的载体。”麻允琴

说。俞赵村一直有“过时节”的习俗，

这里的孩子对过节的场景和庆祝方

式有着丰富的生活体验。对此，该园

区将“俞赵过时节”真实还原到孩子

的游戏中，生成了美食体验的“烧烤

店”“蛋糕坊”、物资交流的“跳蚤市

场”、欣赏表演的“乡村大舞台”、走亲

访友的“农家乐”等游戏区。同时，全

园每年还会开展一次大型“农乐美食

节”活动，以“过时节”的形式让孩子

参与制作和售卖“冻米糖”“豆泡”“油

几”等当地传统美食。“孩子们在品、

玩、赏、乐的过程中获得了乡土文化、

民俗风情的快乐体验。”她补充说，

“另外，幼儿园利用斗陀螺、丢沙包、

跳房子、走高跷等民间游戏，进一步

丰富游戏内容、拓展游戏经验。”

随着田园系列主题课程的日渐

成熟，教师们慢慢摸索出一条接地

气的主题式课程活动之路——围绕

“田园故事、田园探究、田园艺创、田

园健康”4个方面开展主题活动，并

渗透到幼儿一日活动中。他们结合

现有教材进行主题审议，形成了“预

设主题”，如目前中班组进行的主题

活动“大树和小花”，孩子们可以走进

大自然进行花草写生、大树拓印画

等；根据不同年段幼儿的认知形成

“生成主题”，如秋季的主题活动“萝

卜”，孩子们参与播种、养护、收成和

萝卜美食的制作；沿循四季环境变化

的契机形成“随机主题”，如大班正在

开展的“笋的故事”，孩子们在家长带

领下认识竹笋、亲子共同制作笋壳贴

画；等等。

田园课程：与自然对话 享劳作之乐

创意园

本报讯（通讯员
马琴芳）近日，杭州市娃

哈哈幼儿园凤凰园区的

幼儿在教师的带领下，

来到校门口的杭州地铁

4号线南星桥站，开展

了“开往春天的地铁”主

题实践体验活动。

一直以来，该园重

视幼儿的社会性亲历体

验，结合社区与周边环

境资源，定期开展“我们

一起走出去”系列活

动。“幼儿园教育源于幼

儿一日生活，并且不应

该局限在一堵有形的围

墙之中，让孩子走出去

实践体验才能真正促进

幼儿全面发展。”该园区

负责人裘玉燕介绍，在这次“开往春天的

地铁”课程活动中，幼儿学习了文明乘坐

地铁小常识，如认识地铁站标记，体验如

何购票、刷票进站等。大班幼儿更是当了

一回“南星小记者”，他们乘坐地铁从南星

桥站到了水澄桥站，自由组成采访小分队

执行采访任务，了解地铁志愿者、客服人

员、安检人员、乘务员等采访对象的工作

时间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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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没买呢？”女孩儿看看“购物车”，又看看“购物清单”，一一核对着。而其他人也都各自忙碌
着，有的在卖力吆喝，售卖“商品”；有的“货比三家”，精挑细选，还讨价还价一番；有的在“休闲吧”里坐着
歇歇脚、算算账，交流“购物心得”……这是义乌市宾王幼儿园里“丫丫商城”的热闹景象。近来，该园建起
模拟商城，大班幼儿每周都可以在里面学习物品买卖、价格换算等，体验“做生意”的乐趣。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摄）

幼儿园里的幼儿园里的““丫丫商城丫丫商城””

衢州有所特殊的“双语”幼儿园

□本报通讯员 吴昊斐 苏建宏

说起“双语”教学，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就是汉语再加上

另外一门语言的双语言系统教学。不过，衢州市特殊教育

学校的七彩桥幼儿园却有一个特殊的“双语”课堂，采用的

是口语及手语双系统教学。

七彩桥幼儿园幼儿总数为287人，其中健听幼儿268

人、听障幼儿19人。这19名听障幼儿均安置在普通幼儿班

级中，每班有2~3名听障幼儿，他们与健听幼儿一起参加幼

儿园集体教学活动、区域活动、户外游戏等。

“蚂蚁遇到大西瓜，想把它搬回家，怎么办……”在该园

中班绘本教学活动中，给孩子们“讲”绘本的，除了普通教

师，还有一名手语教师。她用“表情”十分丰富的手语，给孩

子们描述了蚂蚁搬西瓜的故事。而孩子们也会跟着一起比

手语，有的孩子甚至能跟着教师打完一整句的手语。其中，

两个戴着人工耳蜗的孩子，也和同伴们一起开心地听着故

事，学习着手语。

不久前，这种融合了口语与手语的教学课堂在展示后

引发了关注。4月26日，2018年浙江省“聋童学前融合教育

的发展与挑战”研讨会在衢州市特殊教育学校举行，来自全

省各地市聋校（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学前教师、小学低段教

师代表及聋童学前融合教育项目试验联谊学校的教师代

表，就聋童学前教育融合教育与发展进行了研讨。其间，该

园展示的特殊的“双语”课堂成为代表们观摩和热议的焦

点，该园还展示了小班融合聋儿个别化教育、大班集体教学

融合活动，也给与会者带来了启示。

一直以来，七彩桥幼儿园的聋健融合教育就走在全国

前列，更是全国第一家开展“双语”共融教学实验的学校。

2016年11月，由爱德基金会和浙江省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共

同发起中国和芬兰聋童融合教育实验，该园成为其实验项

目基地。为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融合教育经验，该园还派

遣项目小组成员赴芬兰和中国香港学习，并开展了多项创

新性的融合教育实践。

2017年起，该园取消聋儿康复班，率先开展无条件融合

教育尝试，9名听障幼儿入园即到普通班级融合，其中5名听

觉补偿合适、2名听觉补偿不足、2名为多重障碍聋儿（包括

听障、脑瘫、疑似自闭等），让更多听障幼儿早融合、早受

益。2017年6月，该园正式在小班开设了“双语”共融教学

实验，听障幼儿和健听幼儿享受双通道学习。3名聋人手语

教师进班级与健听幼儿教师进行手语和口语的合作教学，

他们主要使用符合中国通用手语规范要求并参照衢州地方

手势的聋人自然手语。同时，这项实验也得到了全体聋健

幼儿家长的支持。

据了解，该园的听障幼儿每天还有个别化教育支持，按

发展水平相应安排听力康复教师和普通幼儿教师进行不同

程度的协作教学，促进听障幼儿全面、快速发展，实现聋健

幼儿共融共赢。

思享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