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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欣红

最近，小猪佩奇成了现象级网

红。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我更关

注《小猪佩奇》动画片所传递的幼儿

教育之道。

每集五分钟的动画片，围绕猪

小猪佩奇与家人的愉快经历而展

开。《小猪佩奇》的故事情节并不复

杂，甚至可以说特别简单，剧情贴合

5岁以下孩子的生活场景和心理特

征。但看似平常的情节，实际上都

是精心设计过的。比如，佩奇第一

次滑冰，摔倒后想要放弃，猪爸爸既

没有进行廉价的安慰，也没有苦口

婆心地讲大道理，而是自己也狠狠

地摔了一跤，并告诉她：“摔跤很正

常，大人也会摔跤。”对于幼儿来说，

不言之教，胜过千言万语。

作为父母，我们需要向猪爸爸、

猪妈妈学习如何鼓励自己的孩子。

有一次，弟弟乔治最心爱的玩具“恐

龙先生”丢了，猪爸爸鼓励佩奇做侦

探帮助弟弟。其实，他早就发现“恐

龙先生”挂在树上，但一直不说，而

是引导佩奇自己去发现，并称赞女

儿是个“出色的侦探”。让孩子自立

自强是幼儿教育的重要内容，为此，

父母要学会“藏拙”，不要处处表现

得比孩子聪明能干，而是应该善于

捕捉和创造机会让孩子去“赢”。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如

何给孩子立规矩常常困扰着家长：

既要给孩子立规矩，但又不能陷于

教条主义的窠臼。在《小猪佩奇》

中，猪妈妈要求佩奇和乔治 7 点睡

觉。但是有一天，佩奇很想看星星，

猪爸爸想去猪爷爷家找天文望远镜

又怕猪妈妈反对，结果猪妈妈出乎

意料地说：“或许我们不该错过这样

难得的机会。”猪妈妈的通情达理，

促成了佩奇和乔治第一次在晚上外

出的经历。可以想象，这样一次独

特的经历会给孩子们留下多么深刻

的记忆。偶尔打破规矩，既体现了教育的灵活变

通，又呵护了孩子们最为可贵的好奇心。

佩奇和乔治之间的互动，也体现了其父母在

对待二孩问题的平衡艺术。通常情况下，家长往

往会因二宝年龄小而要求大宝退让，尤其是两个

孩子发生“纠纷”时，更是无条件地偏袒二宝。殊

不知，如此顾幼忽长，轻则导致大宝情绪失落，重

则成为“问题大宝”，甚至患上不同程度的“同胞

竞争障碍”。猪爸爸、猪妈妈十分善于平衡对两

个孩子之间的爱，值得很多二孩家庭学习：佩奇

和乔治玩捉迷藏，两个人的实力其实是不对等

的，因此猪爸爸、猪妈妈会适当地帮助一下乔治，

但又不会让女儿觉得偏袒弟弟。

正是这些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传递着爱的教

育与智慧。诚如评论者所言，《小猪佩奇》走红，

在于它切中了家庭教育的需要，当新手父母不知

所措时，《小猪佩奇》刚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此外，猪爸爸、猪妈妈本身的言行，也具有

榜样示范意义。猪妈妈并非全职主妇，她也有

自己的工作，但她从来不会抱怨工作与家务

的繁重。猪爸爸则多才多艺，是跳泥坑的世界

纪录保持者，还会潜水、跳水、滑冰、架子鼓、手

风琴等。作为上班族，猪爸爸绝不是现在流行

的“隐形爸爸”“五分钟爸爸”，他在家庭教育上

最值得称道的是全身心投入家庭生活，放下所

有工作和孩子们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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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最近，许多幼儿园陆续开展了“走

进小学”活动。近年来，随着幼小衔接

越来越受重视，其活动形式也变得丰

富多彩。尽管如此，如何避免幼小衔

接流于形式，真正帮助儿童顺利度过

这个关键期，依然是教师及家长共同

关注的焦点。为此，记者走访了我省

部分幼儿园，了解关于幼小衔接的具

体措施与有效经验。

不久前，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

中心幼儿园协同周边5所小学以及下

属的15所幼儿园联合组织了大班年段

的“幼小衔接零距离”校园生活体验活

动。“开展这样的活动，对家长来说，能

够明确幼小衔接具体指向什么；对幼

儿来说，这样的亲身体验，有助于建立

对小学生活的憧憬之情；对小学来说，

可以提前了解入学儿童及家长的基本

情况。”园长金海芳告诉记者，这次活

动注重分层体验，有专为幼儿设计的

升旗仪式、与哥哥姐姐同堂上课等活

动，也有为家长而开设的小学校园文

化与课程的相关讲座。

除了带领大班幼儿走进小学参

观，长兴县李家巷镇中心幼儿园还面

向孩子们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小学夏

令营”体验活动。“我们把小学模拟课

堂从幼儿园搬到小学，让孩子们真实

体验小学生活和学习，从而对小学有

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该园保教主

任姜吉说。

为了提高大班幼儿对幼小衔接活

动的兴趣，慈溪市附海镇实验幼儿园

今年还新增了一些富有仪式感的活

动。比如“校长爸爸请吃饭”，孩子们

在小学校长带领下，到与幼儿园用餐

环境大不相同的食堂吃饭；再如“模拟

入队真神气”，来自小学的少先队员给

孩子们系上“绿领巾”，庄严地接受成

为一名“预备少先队员”的洗礼；还有

“安全校车新体验”，孩子们第一次体

验乘坐校车到幼儿园，学习排队等候、

有序乘车。

“当然，仅靠一两次活动是远远不

够的，只有将幼小衔接有机渗透到幼

儿的一日生活中，才能真正拉近幼儿

园和小学之间的距离，帮助孩子们做

好成为一名小学生的准备。”来自景宁

畲族自治县实验幼儿园的叶香娟介

绍，该园从大班第二学期开始，即调整

幼儿一日生活的时间表，将每周10个

集体教学活动增加到12~15个，并保

证每天上午有两个集体活动。同时，

“我要上小学了”主题活动贯穿了整整

一个学期。从认识“小学什么样”到体

验“学做小学生”，再到“告别幼儿园”，

孩子们潜移默化地发生了许多变化，

如养成了按时上学的习惯、提高了自

立能力、增强了责任意识等。

在长兴县太湖街道中心幼儿园副

园长杨菲看来，幼小衔接并不是某一

个时间节点的活动，真正有效的幼小

衔接是一种关注儿童学习品质与习

惯，引导儿童学会学习、提升问题解决

和创新实践能力的“长程衔接”。针对

大班幼儿园，该园逐步推进幼小衔接

相关活动，帮助孩子实现从幼儿园到

小学的顺利过渡。“这期间，家长的配

合尤其重要。”该园教师王益彬举例

说，孩子进入大班后，家长会收到一份

名为“您的孩子即将进入小学，你最担

忧的是什么”的调查表。根据反馈内

容，该园邀请小学的校长、教师以及家

长代表为大班家长答疑解惑。“这样的

交流能够为家长厘清思路，帮助幼儿

做好身体、认知、社会和情感等全方面

的入学准备，进而使其成为积极、主

动、灵活的学习者。”

桐庐县富春江幼儿园教育集团的

幼小衔接工作也是由幼儿园、小学和

家庭三方合作开展的。“入学准备既包

括社会适应性、学习适应性、身体适应

性，也包括良好的学习与行为习惯、态

度和能力。在梳理这些要素的基础

上，我们开设了4个板块的主题活动。”

该园教师沈湘丹解释说，环境支撑板

块指向作息时间的微调、班级主题环

境的烘托、家庭氛围的营造，如幼儿进

入大班第二个学期必须每天在8:00之

前入园，教学活动从原来的30分钟延

长到35~40分钟等；身体素质与行为

习惯板块重点在增强幼儿体质的同

时，提高幼儿的自我服务能力、交往能

力等；学习与能力板块的主要内容是

在集体教学活动中开展前阅读、前书

写活动，区域游戏增加数学、科学、语

言等学习性活动的比重；体验日活动

板块则是熟悉小学的环境与生活，引

发幼儿对小学的向往之心。

“不仅是大班时期，幼小衔接也要

在幼儿园 3年的教育生活中有所体

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听涛幼儿园

教师武婷认为，在幼小衔接工作中，教

师和家长要激发孩子渴望进入小学的

兴趣，当孩子的需求得到满足时才能

调动其内在积极性，变“要我上小学”

为“我要上小学”。“幼儿园教师的循循

善诱，家长的支持与鼓励，再加上小学

的开放与接纳，幼小衔接就能自然过

渡。”她说。

□本报通讯员 刘 波

在日前结束的2018年浙江省幼

儿体育大会暨浙江省第十一届幼儿模

型表演大赛中，宁波市镇海区宝山幼

儿园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

绩。本次比赛，该园近60名小选手参

加了“双色猛虎”橡筋动力直升机、“优

优F1”电动赛车、“腾云号”手掷飞机、

纸船承重等项目，展现了他们“动手能

力强”的优势。

走进宝山幼儿园你会发现，不仅

仅是这些参赛的孩子，该园其他幼儿

都爱玩模型等注重动手能力的游戏项

目。2012年，该园因其科技体育特

色，获得了“全国科技体育试点幼儿

园”的称号。“利用这个契机，我们把科

技体育渗透于幼儿一日生活，让孩子

们在参与各类模型游戏的同时，动手

动脑，进而培养他们的科学探索精神

和团队协作精神。”园长郑新苗介绍，

为了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玩模型，该

园建立了科学专项教室，并在每个教

室都设置了科学区。“科学专项教室有

100多平方米，其中专门开辟了模型

组装区，孩子们可以在规定内到这里

玩模型。”

“孩子们的动手能力非常棒。”来

自宁波市航模协会的专家们曾入园辅

导该园的航模社团。当看到孩子们会

自主看说明书以及操作，他们感到十

分惊讶。目前，模型社团吸引了70多

名孩子参加，教师、家长助教和竞赛教

练组成的辅导团队为不同需求的孩子

提供专业指导。近年来，该园有300

多人次在省市级比赛中获奖。

同时，该园还依托生活操作区来

提高幼儿的小工具使用能力，如“美味

吃吧”“小小裁缝铺”“迷你木工坊”“臻

美小田园”已经成为孩子们操作小工

具的好去处。每周，孩子们有3次机会

去体验小厨师、小裁缝、小工匠、小园丁

等角色。在“小小裁缝铺”，孩子们可以

在这里选料、量身材、打样、裁剪，直到

做出成品，锻炼了小肌肉、培养手眼协

调能力和专注能力；在“迷你木工坊”，

锉刀、榔头、扳手、螺丝刀、钳子、锯子等

工具一应俱全，孩子们穿上工作服、戴

上护目镜，进行装订黏合、切割和工艺

打磨，制作手工作品。

最近，该园“臻美小田园”里的花

生、番茄、豌豆等农作物正蓬勃生长

着。该园每个年级都有一小块责任

田，具体种什么由孩子们自己决定，特

别是大班幼儿，翻土、播种、除草、浇

水、收成等均由他们自主完成。田园

边上排列着一些专用的农具架，里面

摆放着斗笠、小铲子、小铁锹、小水桶

等农具，孩子们平时在用完农具后都

会及时分类摆放。

除了各式各样的生活操作区，该

园还为幼儿创设了有利的动手环

境。郑新苗举例说，小班教室门口的

走廊上就布置了围绕“链接”创设情

景化互动墙，这个阶段的孩子可以做

一些简单的物品匹配动作；中大班走

廊上设置的是融合生活情境的科学

游戏，如雌雄扣、磁铁、钥匙与锁的

配对。

目前，该园正在着手开发相关课

程，让孩子们系统地了解工具的性能，

利用工具来建构作品，以及将工具应

用于生活。通过这些行动，让孩子们

学会使用基本的厨具、工具和农具，提

高幼儿动手操作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柴海英 刘华良）
“穷养儿子，富养女儿。”“宁可穷了全

家，也不能穷了孩子。”“穷孩子也要富

养。”……近来，为打破家长关于“穷

养”“富养”的思想禁锢，江山市江滨幼

儿园结合园本课程——“财商”课程，

开设了一系列“财商”活动，让幼儿学

习如何挣钱与花钱、如何节约与理财，

从而养成正确的金钱观。

针对小班幼儿已经萌发的“钱的

意识”，该园开展主题活动“亲亲一家

人”，教会幼儿辨认钱币。教师带领

幼儿走进超市，根据亲子一起设计的

购物清单，为自家采购新鲜食材。为

了让中班幼儿养成储蓄的习惯，该园

教师往年都会给孩子布置一项任务，

就是与家长一起统计收到的压岁钱，

并鼓励家长为孩子配备小钱包和账

本，在日常购物中养成列购物清单、

记录账单的习惯，让孩子形成初浅的

“量入为出”概念。在课堂教学中，中

班幼儿还会进一步学习钱货交换，开

展不同形式的购物活动，如“按图

购”，即由父母和孩子商议好购买家

中的急需品，让幼儿去超市独立选

购；“清单购”由幼儿列出需要购买商

品的名称、品牌和价格，再到超市进

行按图索骥的采购；“自由购”则要求

幼儿在规定的金额内完成购物任务，

超限额的商品由孩子自主决定如何

取舍。大班幼儿的财商活动目的在

于能数较大数目的钱、学习攒钱，培

养理财意识。对此，该园建议大班家

长为孩子设立专门的账户，鼓励幼儿

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赚取零花钱，

让幼儿在真实的买卖过程中理解

“加”和“减”的意义。据了解，该园每

学期还会如期开展“零钱计划”“理财

之星”等活动，培养幼儿理性消费的

意识。

从“要我上小学”到“我要上小学”——

幼小衔接可以怎么做

江山市江滨幼儿园：从小培养孩子的“财商”

这里的萌娃爱“动手”

深一度

近日，义乌老年大学中草药班的两位“爷爷”
为义乌市国贸幼儿园的孩子们上了一堂名为“神
奇的中草药”的课。活动中，“草药爷爷”带领孩子
们逛了“神奇的百草园”，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给
孩子们传授常用中草药的知识。

（本报通讯员 方笑娟 摄）

跟着“爷爷”探秘百草

英武有力的“小和尚”、英姿飒爽的“侠女”、仙
逸飘然的淑女、谦逊有礼的“小书童”、可爱圆润的
小仕女……5月3日，衢州市实验幼儿园上演了一
场精彩的幼儿“汉服秀”。孩子们身着各式各样的
汉代服饰，“鞠躬”“作揖”向师长、同伴问候，感受
中华传统礼仪，体验汉服魅力。

（本报通讯员 谌 涛 吴素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