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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一幼儿园
园长 程 波

毕业至今，已过去20多年。

一路走来，既有失落也有委屈，

但更多的是感动。感动于孩子

的纯真带给我的美好，感动于

孩子的表现带给我的惊喜，感

动于孩子的成长带给我向前的

动力……

年轻时，我喜爱的模样就是

“老师就是老师，孩子只是孩

子”。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我把

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告

诉他们，迫不及待地去帮助他

们。我像母鸡护着小鸡一样，总

想在孩子们中间树起自己“高大”

的形象——“我是你们的老师”。

殊不知，自己却剥夺了孩子很多

自我发展的机会。

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教育

实践的深入，我越来越觉得理解

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需

要有宽厚、仁爱、平和的心，更需

要坚定“孩子所表现的语言、动

作、行为都是有其原因的”这样一

种理念，需要一份“更专业的

爱”。在理解的过程中，我们尝试

给予孩子更多自由的时间和空

间，让他们自由生长。

最近，我和同事们正在关注

孩子们的期末发展评价。“评什

么”“怎么评”“谁来评”……我们

尝试从儿童的视角，把评价的权

利还给孩子。于是，孩子们展开

了一场关于获奖称号的大讨论，

如“爱运动的运动宝贝”“爱动脑

的智慧宝贝”“手工做得特别好的

巧手宝贝”“讲文明礼貌的文明宝

贝”“样样都棒的全能宝贝”等。

随后，孩子们进行了自我评选，认

真地思考这个学期自己的表现，

给自己选一个最合适的称号。对

于这个称号的认证，还需要同伴

之间的评价，即通过举手表决来

统计支持的票数。

当我们退到孩子后面把评价

的主动权还给他们时，孩子们开

始重新审视自己和同伴，他们有

的看到了自己的闪光点，有的了

解到了自己需要进步的地方。这

个过程中，收获的不仅仅是孩子，

也让我们收获到了教育的美好、

惊喜与感动。

2006年我毕业分配到青田县东源镇中

心小学附属幼儿园。与其说是幼儿园，其

实更像是学前班。教学楼是 1937 年建造

的“老古董”，没有专用教室，活动场地要借

用小学操场。53个孩子挤在一个教室里。

这和我在杭州就学时所接触的幼儿园完全

不一样，第一天下班回家后，我哭着说：“明

天再也不想上班了。”父亲却对我说：“越是

落后的地方，越是需要你们这样专业且朝

气蓬勃的老师。你觉得委屈，可对于那里

的孩子来说，却是一件幸福而幸运的事，希

望你能成为他们的幸运星。”我被父亲的话

打动了，第二天又回到了岗位上。尽管一

个人带着这么多孩子，一周要连轴转工作5

天，但我还是用心地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环

境：没有独立活动场地，就向校长申请学校

教学楼后面无人问津的草地，和另外两位

教师一起带着孩子们用石块把它铺平；教

室里的墙壁很旧，我们就自己动手粉刷，再

进行主题装饰；没有教玩具，就用筷子、矿

泉水瓶、奶粉罐等废弃物自制……几年后，

镇上盖了一所示范性幼儿园，我们也顺利

搬入宽敞明亮的校园，但那段“艰苦”“朴

素”的职业生涯给我带了无限美好的回忆。

——青田县东源镇中心幼儿园
章群丽

幼儿园的工作是繁琐而忙碌的，每一

个幼儿园教师都是超长“待机”的百变超

人：他们是演员，每天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他们是百科全书，每天回答着孩子突发奇

想的问题；他们是设计师，幼儿园环境每天

都会有新的变化；他们是纠纷调解员，孩子

遇到事情都可以找他们帮忙……在近5年

的幼教时光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人

们常说的“简单的快乐”。

——杭州市欣禾实验幼儿园
陈安安

我骄傲，我是一名幼儿园教师。我每

天可以和孩子“厮混”在一起，没有距离，没

有界限。游戏时，我是他们的“总司令”，带

着他们一起“冲锋陷阵”，玩得不亦乐乎；吃

喝拉撒时，我是他们的“后勤护卫”，时刻关

注每一个孩子的需要，为他们的茁壮成长

提供保障；学习时，我们就是他们眼里的

“全能军师”，不管遇到什么疑难杂症总能

为他们指点迷津，从中获得学习的乐趣。

我自豪，我是一名幼儿园教师，因为我

会“百变”。有时我变身“答疑专家”，耐心

解答着家长所有的疑问；有时我变身“高级

设计师”，一张张废纸、一根根枯枝成了一

件件工艺品；有时我变身“应急能手”，工作

中的各种状况、临时任务果断回应；有时我

还能变身“教科研专家”，观察、记录、研讨、

反思，已然成了常态。

——慈溪市桥头镇学青幼儿园
黄玲凤

如果再选择一次，我依然会毫不犹豫

地去追寻幼儿教师这个职业。我喜欢这个

职业，因为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探索，一起游

戏，一起感悟人生；可以和家长一起交流，

一起探讨育儿经验；可以在一次次研讨中

历练自己，在一次次比赛中磨炼自己，在一

次次撰写中提升自己。我喜欢这个职业，

因为孩子们让我知道，我是一名学习者，应

该像他们一样保持探索精神、创造精神；孩

子们让我知道，所谓师者，既是孩子的同行

者，也是家长的同行者。

——湖州市南浔实验幼儿园
谈丽芳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接手的是一个

中班。点名时，我努力记住班上每个孩子

的脸，观察他们的特征。其间，一个男孩引

起了我的注意，他一直贴在门边不愿意坐

在位置上。我用了很多办法，他就是不肯

过来。慢慢地，我和班上的孩子熟悉了起

来，唯独这个男孩依然拒绝靠近我。我发

现，他似乎习惯独来独往，排队总是游离在

队伍边缘，进入游戏区域也喜欢窝在一个

角落里自己玩。于是，我决定不再用教师

的身份要求他，也不用旁观者的身份观察

他，而是以玩伴的身份靠近他。我有意识

地坐在离他比较近的地方，选择和他玩一

样的材料，做操时排在他旁边，午睡时经常

去他床边看一看。渐渐地，他不再排斥我

的亲近，偶尔也会回应我的要求。临近学

期末，他突然轻轻地抱了我一下，然后捂着

脸跑开了。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他接纳了

我，终于愿意向我敞开心扉了。那一刻，我

无比庆幸，自己是一名幼儿园教师。

——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中心幼儿园
张晶莹

我们，是幼儿教师！
编者按：5月20日，第七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今年的主题为“我是幼儿园教师”。连日来，我省各地陆续组织开展了学前教育宣传活动，集中宣传

和展示广大幼儿教师兢兢业业、爱岗敬业、潜心育人的良好形象。本期本报特别邀请了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学前教育专家、幼儿园园长及一线教师，一

起畅谈他们对这份职业的所思所想所悟。

□浙江省教育厅学前教育处处长
王振斌

相比中小学和大学教师，幼儿教师

虽为孩子的启蒙教师，但也是容易被

孩子淡忘的、社会认可度较低的。借用

莫言的“你若懂我，该有多好”，来表达

幼儿教师的心声最为贴切。正值第七

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之际，我们呼

吁全社会给幼儿教师多一些信任、理

解和尊重。

走近幼儿教师，你会发现，“童心”“激

情”“智慧”“奉献”是他们的代名词。他们

有的初涉幼教却已爱心满怀，在幼教路上

扬帆起航；有的朝气蓬勃正值中坚力量，

在教育路上脚踏实地；有的青春不在依

然童心永驻，对幼教事业坚守如初。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学前教育对人的终身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学前教育事

业，全省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快速发

展，教师队伍素质、业务水平等方面得

到了根本性的提高。从全国、全省层面

来说，教师队伍建设已经有了一系列政

策保障。比如，围绕幼儿教师发展，

2012年教育部等4部门出台了《关于加

强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幼儿

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浙江省编办等3

部门出台了《教职工编制标准指导意

见》；2014年浙江省教育厅出台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幼儿园教师持有教师资

格证的意见》；2015年，教育部出台了

《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等。再如，针对

幼儿教师的待遇问题，我省于去年9月

1 日正式实施了《浙江省学前教育条

例》，把待遇问题以法规的形式明确起

来，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

措施，逐步改善和提高幼儿园劳动合同

制教师、保育员的工资待遇。幼儿园劳

动合同制教师人均年收入不低于上一

年度所在全社会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

资”。去年12月，《浙江省发展学前教育

第三轮行动计划（2017—2020年）》印

发，文件要求各县（市、区）要制定本地

区幼儿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规划，采取核

定编制、县（市、区）统一招考管理等方

式及时补充公办幼儿园教师，并推动所

有幼儿园按配备标准配足配齐保教人

员；到2020年，全省幼儿专任教师的持

证率达到95%，建立完善幼儿园劳动合

同制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机制，切实解决

公办幼儿园劳动合同制教师工资待遇

偏低问题，确保幼儿园劳动合同制教师

人均年收入不低于上一年度所在地全

社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办好学前教育”。

同时，在全面二孩政策的背景下，全社

会越来越重视学前教育，幼儿教师的职

业正在逐渐被认同和尊重。随之而来

的是，社会和家长对学前教育日益增长

的需求。面对新

形势、新挑战和

新契机，让我

们一起——

做一名有爱的幼儿教师。爱是世界

永恒的主题，也是做一名教育工作者的

第一素养。心中有爱的教师才能懂得尊

重幼儿，进而走进幼儿的心灵，洞察幼儿

的变化，发现幼儿的闪光点，用宽容的心

态接纳幼儿，用坦诚的胸怀理解幼儿，用

快乐的情绪影响幼儿，用幽默的语言悦

纳幼儿。爱是幼儿教育工作的基础，也

是教师赢得幼儿喜爱的关键。只有爱工

作、爱幼儿的教师才能为幼儿所爱，才是

幼儿心目中有魅力的教师。

做一名专业的幼儿教师。每个职业

都有对专业的探寻和需求，幼儿教师要

多学习研究儿童心理学、教育教学方法、

家园合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专业的幼

儿教师要追求适合孩子的教育，适合孩

子的课程，适合孩子的活动，做到真正地

促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让我们一起提

升自我，做专业的幼儿园教师，树立属于

我们自己的职业自信，维护属于我们自

己的职业尊严，收获属于我们自己的职

业幸福。

你若懂我，该有多好
——写在第七个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之际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原副院长、省特级教师 王 芳

在过去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我

从一名普通幼儿园教师，成长为特级

教师、正高级教师、全国劳动模范。对

于这些殊荣，我一直心存感恩，感谢身

边所有人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如果从

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的经历可以映射

出近年来幼儿教育地位的提升和对幼

儿教师的重视，我只是众多幼儿教师

的代表之一。

记得我刚进幼儿师范学校学习

时，很想证明自己但又不想让别人知

道校名，因为很多人看到校名总是会

说：“幼儿师范学校是培养阿姨的。”每

每听到他人如此形容，我的心里就特

别不舒服，小学、中学教师被称为“老

师”，而我们却是“阿姨”。30多年后，

很少有人这样称呼我们了。

尽管如此，我们内心依然有些遗

憾。比如，有人说，幼儿园教师需要的

知识水平是最低的，不需要像大学教

师那样具备高深的专业知识。殊不

知，幼儿园教师虽然不需要这么高的

知识水平，但要有很广的知识面和很

高的综合素质。幼儿园教师是全科教

师，不仅要懂得护理孩子，还要精通健

康、语言、社会、科学及艺术五大领域

的教学。同时，幼儿园教育更多的是

通过榜样与示范来实现的，教师的一

言一行就是教育。

面对孩子，幼儿园教师要有足够

的耐心，接纳每一个不同的孩子，关注

他们的需要并给予不同的支持，才能

让孩子获得安全感。因此，一名幼儿园教师需要有

强大的内心、稳定的情绪，还要能敏锐地察觉孩子

的心理状态。

由于3~6岁儿童年龄的特殊性，幼儿园孩子

的学习方式与中小学生、大学生是完全不同的，他

们以游戏为主要活动。有人认为“这太简单了”，

然而让孩子玩得好、玩得有水平并非易事。幼儿

园教师总是挖空心思考虑孩子喜欢玩什么，还要

把孩子喜欢玩的东西收集起来，让孩子有东西可

玩。当孩子玩起来了，教师也不能闲着，要认真地

观察“他们在玩什么”“他们当下的兴趣是什么”。

通过游戏，教师还需要判断评价孩子的发展状况，

如交往策略、对事物的兴趣和创造力、良好的学习

品质等。其间，最重要的还需要与孩子互动，让孩

子玩得更持久、更深入、更有水平。这一切，都需

要很强的专业性。

对于课堂教学，大学教师面对的是有自控力的

学生，教学方式相对单一，以讲授为主；而幼儿园的

教学内容虽然简单但教学方式复杂，要让一个思维

发展不完善、自控力弱的孩子集中注意来学习，需

要教师动静交替，用上“十八般武艺”。

在现实中，存在很多“难对付”的孩子，他们有

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时候，这些孩子会对教师

造成困扰，也会给带班活动增加难度。真正读懂并

帮助这些孩子，对幼儿园教师来说难度很高。对

此，教师除了需要耐心，还要具备心理学知识，甚至

还有医学知识。

幼儿教育是打基础的教育，也是为孩子终生

发展奠基的教育。学前教育不是单一的知识教

育，而是涉及情绪情感、社会性、思维、语言等的全

面素质教育，正因为如此，幼儿园教师需要有很高

的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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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要有一份“更专业的爱”

□湖州市蓝天实验幼儿园
副园长 卞娟娟

世界上的爱有千百种，在人

类众多的“爱”中，有一种被称之

为“教育爱”。什么是“教育爱”？

苏霍姆林斯基这样定义：“教育者

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就是人性、对

孩子们深沉的爱，兼有父母的亲

昵温存和睿智的严厉与严格要求

相结合的那种爱。”在我看来，幼

儿园教师就是一群拥有“教育爱”

的人，爱的仁慈性与爱的智慧性

是“教育爱”的显著特征。

当每个家庭把全部的希望

——孩子，托付到幼儿园时，幼儿

教师会用最大的仁爱与慈悲之

心，抚慰、照顾、陪伴每一个孩子

的成长，让每一位家长放心，让每

个家庭安心。根据“一日生活皆

教育”的理念，我们一天8个多小

时寸步不离地陪伴着孩子，生活、

游戏、学习，处处有着我们的身

影。幼儿教师常常弯着腰、蹲着

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的是

能与这些“小不点儿”更贴近，进

而能更平视、更尊重他们。只要

走进幼儿园，任何人都能够感受

到教师们浑身散发着仁慈的光

辉。而这种仁慈既是“教育爱”的

基础，也是“教育爱”的内核。

古代哲学家董仲舒有过这

样的观点：仁而不智，则爱而不

别。也就是说，人的爱心与仁慈

还应包含智慧的策略，同样地，

教育幼儿也需要专业的知识和

技能。比如，我们不用“口耳相

传”的方式“教知识”，而是尊重

孩子的特点，理解孩子的特质，

让孩子在游戏中、操作中、亲身

体验中获取认知经验。比如，一

次平常的帮厨劳动——剥笋，既

可以培养孩子的劳动观念，又

能让他们在操作中观察笋的结

构特点，获得科学认知。而这

也能让孩子体会到劳动是需要

智慧和方法的，他们发现笋壳

是片片相扣着包裹生长，因此

剥壳不能生拉硬拽，而是应该

在底部开始剥，环绕着摘下笋

壳。同时，剥下的一堆笋壳有

大有小，孩子们还可以进行排

列排序、数与量的对应，这又是

一个绝好的学习契机。

孩子的年龄特点、成长规律、

个体特质，是教师的“教育爱”愈

发浓厚的催化剂。我们善于用反

思性思维审视发生在孩子身上的

一件件“普通事”，那些附着于我

们身上，弥散在日常教学中粗糙

的、感官略过的“原始经验”，就会

内化为教育感悟，最终帮助我们

厘清教育属性，改进教育方法。

在幼儿园，每天都能看到教

师忙碌的身影，与稚拙、蹒跚但却

自由地在活动室、游戏场走动的

孩子的身影，交相掩映着，这唯美

画面中所流淌出来的“教育爱”，

恰恰显现了这种爱的独特性：它

是发自内心的仁慈与爱心，也是

一种具备专业素养与知识技能的

行为能力。

我们拥有“教育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