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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汇
我是幼儿园教师

□冯昕园

近几年，不断曝出关于幼儿

教师的负面新闻，有虐待孩子的，

也有喂孩子吃药的，一时间我们

成了众矢之的，被无数网友唾

骂。同时，也有很多人认为，幼儿

教师是一份轻松的职业，甚至有

些“小儿科”。

事实上，这些都是对幼儿教

师职业的误读。真实的幼儿教师

是什么样的呢？作为一名教龄7

年的幼儿教师，我的结论是：幼儿

教师是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刀剪

织缝样样精通的爱的“魔法师”。

幼儿教师要想在各种角色中切换

自如，就要学会“超级变变变”。

我踏进幼儿园大门的第一份

工作是清洁工。经历了一整个暑

假，我和同事们齐心协力，擦地、

拖地、扫厕所、清洗桌椅，一起让

园所焕然一新。接着，我的第二

份工作是环境设计师。教室内、

公共区域、植物角等幼儿园大大

小小的角落都需要我们来设计，

家中的牛奶盒、鞋盒、奶粉罐等废

旧物品一定不能丢，因为我时时

刻刻都可能会需要它们为幼儿园

的环境创设增添光彩。正式开学

后，我又变身作家，撰写教学计划、教学反思、观

察笔记、幼儿成长档案、家园联系手册……再后

来，我成了舞蹈家、道具师，帮助幼儿排练各种节

目，制作节目所需要的道具。

在幼儿园工作的岁月里，有时我是主持人，

如主持幼儿自理能力比赛、幼儿园运动会、园庆

活动等；有时我会变身“侦探”，需要在班级里“破

案”，如“谁没好好吃饭”“谁偷偷扔掉了不爱喝的

豆奶”等，依靠长期细致入微的观察，我能引导孩

子平衡膳食营养；有时我是新闻记者、编辑，把幼

儿园大大小小的活动采写成稿并发布到网络上，

让家长看到孩子们在幼儿园的情况，将幼儿园的

教育理念传播出去；有时我又是“搬运工”“修理

工”“钳工”等。更多时候，我在学习如何当一个

真正的教育者。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唯有懂得孩子的内心，走进孩子的心里，我们才

能让每个孩子都绽放出不同的花朵。

虽然我们的工作需要“十八般武艺”，但这一

切都只是“装备”。本质上，我们都是用“爱”工作

的人。这是一份缺了爱就无法持续的工作，这也

是一份能感受到爱的魔力的工作。幼儿园教师

之所以能无条件对孩子付出爱与关心，其实是因

为我们在工作中也收获了孩子们的爱。

有时，我是孩子们的“妈妈”。只要用心、用

爱，哪怕只是每天一词一句的关心、一点一滴的

爱心，也可以慢慢把孩子教好。有时，我是孩子

们的“孩子”。每当我外出学习回来，孩子们都会

兴奋地扑进我的怀里，像个小大人一样问长问

短，让我倍感温暖。

因为有爱，尽管我们中的一部分尚未真正为

人父母，但我们把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当作自己

的孩子来疼爱；因为有爱，幼儿园是一个大家庭，

教师和幼儿共同生活，一起探索如何让生活变得

更好；因为有爱，我关心孩子的同时，孩子也同样

关心着我；因为有爱，我们虽然身心疲惫却又充

满快乐，我们每一天都迎接着天使一般的微笑，

也把自己最美的微笑献给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小

天使”。

□本报记者 朱 丹 曹可可

最近，宁波市鄞州区实验幼儿园来

了一群“客人”，他们是知识渊博的“故

事老师”，是爱心满满的义工，是爱玩爱

笑的“老男孩”，是超级勇敢的“大英

雄”……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是守护

孩子成长的爸爸们，也是该园“父亲行

动”的重要成员。

2006年，该园开始实践与研究“父

亲行动”课题。尽管历经园所搬迁、园

名更改，但“父亲行动”的步伐却从未间

断过。几年前，当大家都在问“爸爸去

哪儿”时，该园的爸爸们以自己的行动

来回答：“爸爸在这里！”

过去10余年，为了让爸爸们全员参

与到孩子的成长中，该园逐步形成了4种

组织模式。在“父亲行动”起步阶段，该

园每年都会举办小班亲子运动会。期

间，爸爸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做亲子

操，成为“一对一”的父亲行动模式。每

学期，该园会充分挖掘父亲资源，利用

他们的职业和特长来园给孩子们开展教

育教学活动，这就是“1对n模式”。“‘一

对一模式’和‘1对n模式’是基础模式，

爸爸们一般经历了这两种模式的经验积

累和活动感受后，能够对幼儿园的‘父

亲行动’产生更多认同感，进而投入更

大的激情。”园长陈旦映介绍，“3对n模

式”是最常开展的，主要形式是班级“父

亲行动小组”，两位及以上父亲和全班

幼儿互动，进行一些开创性的探索与实

践；而“N对n模式”是全园父亲与全园

幼儿的一种互动模式，爸爸们全程参与

活动主题的设计、筹划与开展等环节。

不久前，该园一年一度的“盛世老

街”“甬骅老街”活动在儿童节如期举

办。今年，“盛世老街”共有3天活动时

间，每一天都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体

验。在爸爸们的助力下，每个班级创设

了宁波特色的民俗体验场景，如“十里

红妆”“盛世染坊”“城隍庙”等。活动

中，他们亲自上阵，带领孩子们玩转各

个民俗体验场馆。除了参与活动策划、

环境布置、角色扮演的爸爸们，每天还

有一批“爸爸义工”来现场做后勤工作，

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地开展。

“不只是每年6月的儿童节主题活

动，爸爸们一年中要参加的主题项目还

不少。”陈旦映举例说，如3月的主题活

动“我爸爸”，爸爸们要参加幼儿晨间锻

炼、点名环节、游戏等半日活动；4月的

故事节期间，他们要轮流给孩子们讲故

事；在5月的“品格教育”活动中，他们要

和孩子们一起完成儿童剧表演；到了9

月，他们要针对安全教育，进行演习策

划和知识讲座。

平时，每一位爸爸每学年都要完成

“父亲行动”的必选项目，包括“接送孩

子5次”“户外晨间领操1次”“参加家长

开放日1次”等。其中，“少点应酬，早点

回家”是必须选项目中最受孩子关注

的。对此，该园在得到妈妈们的支持

后，对大班110名孩子做过一项调查，即

“爸爸晚上7点前是否有回家”。教师们

惊喜地发现，经历了两年的“父亲行

动”，大班的爸爸们纷纷做到了提早回

家，有了更多与孩子相处的时间。

事实上，每年新入园孩子的爸爸对

“父亲行动”的态度并不一致。“少部分是

积极榜样类型的，多数是认同观望的，也

不乏少部分漠然无视甚至抵触的。”陈旦

映告诉记者，为了挖掘爸爸们的潜力，教

师们发掘出了一份“秘籍”——“三有”

“三不”“三亲”九大培训策略。“三有”策

略包括以父亲开会日、新生家长会的形

式，对爸爸们“有言在先”；以家长开放

日、父亲行动小组、父亲假日活动等形

式，让爸爸们“有目共睹”；教师寻找态度

积极、主动参与的爸爸“有的放矢”。“三

不”政策分别为“不拘一格”“不由分说”

和“不厌其烦”，通过教师、妈妈、孩子多

维度的鼓励与引导，增强爸爸们的参与

度。而“三亲”策略更多地来自孩子的反

馈与妈妈们的支持，让爸爸们有持续参

与的动力。其中，“儿女情深”策略是让

孩子邀请自己的爸爸来参与幼儿园的活

动，并对爸爸进行赞美；“妇唱夫随”策略

在于发挥妈妈们的作用，做好“父亲行

动”的坚强后盾；“妇孺皆知”策略是通过

网络宣传、环境展示及课题推广等形式，

营造“父亲行动”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朱 丹

当科学遇上天真的孩童，会发生什

么样的“化学反应”？近日，在东阳市实

验幼儿园东景园区举办的科技嘉年华

上，孩子们以游园活动的形式，走进奇

妙的科学世界。他们惊奇地发现，同样

都是磁铁，有的能够吸在一起，有的却

相互“躲”得远远的；导线插在蔬菜、水

果上，小灯泡居然亮了起来；由若干电

线组成的电路，连上电脑就成了一架电

子琴……活动中的每个小实验都带来

了不同的乐趣，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据了解，该园幼儿不仅能体验科技、

音乐、运动、民俗等主题嘉年华，还能随

着时节变化参加不同的节日嘉年华。

“每场嘉年华活动，我们都力求贴近幼

儿的生活经验和现实需要，让他们在试

一试、玩一玩、做一做中体会别样的乐

趣。”园长沈群英介绍，这是该园“灵润”

课程的主要实施途径之一。多年来，

“灵润”课程致力于培养“灵健、灵慧、灵

韵、灵善”的幼儿，充分尊重幼儿自身的

兴趣，通过开发大自然和社会中的生活

资源，使幼儿形成、发展和建构自己的个

别化经验，并以“做”为中心鼓励和引导

幼儿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探究活动。

在生活中完善“我自己”
眼看这学期即将结束，“优秀小帮

手”评选活动又要开始了。每学期初，该

园会向中大班幼儿发放一张家务劳动清

单，鼓励孩子每天完成若干项家务，与爸

爸妈妈一起共同为家庭服务。到了月

底，孩子们将家务清单带回幼儿园反馈，

并于期末评选出“优秀小帮手”。

“形成自理生活的习惯、学习健康

生活的方法、提高适应生活的能力、激

发快乐生活的情趣，是‘灵润’课程中关

于生活教育的目标。”沈群英告诉记者，

该园在日常生活中为幼儿创设“做力所

能及的事”的条件与环境，让幼儿参与

简单的劳动并实现自我服务。

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教师们设计

了“一月一主题、一月一能力”活动，如

小班以“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为主题，活

动内容包括“我会自己穿衣服”“我会自

己洗手”“我会自己吃饭”等；中大班则

是在实现自我服务的基础上，为班集体

及身边的人做力所能及的事。对此，幼

儿园为中大班的孩子们提供了“小小旗

手”“餐前播报员”“礼仪小天使”“天气

预报员”等近10个“实幼小管家”岗位。

为了更好地实现幼儿的自我成长，

该园用足室内外公共空间，创建了“艺

海泡泡城”，包括艺海小镇、艺海农庄、

艺海邮局、艺海建筑城等。“比如，艺海

小镇有茶馆、银行、餐厅等10个游戏场

馆、3条步行街以及1条绿道，孩子们在

模拟生活现实的场景中自主学习。”副

园长徐丽超举例说。在“艺海泡泡城”

里，教师更像是一位观察员，记录与反

馈孩子们的表现，进而不断调整更适宜

的游戏方案。

此外，该园还创设了体育大循环活

动，让每一个孩子努力成为“运动小达

人”。走进户外活动场地，这里因不同

的材料摆放而被分成了纸板器械区、易

拉罐器械区、综合区、大型玩具区、球车

区、民间游戏区等运动区域。徐丽超对

记者说：“每个大区域能够容纳两个班

的孩子。每个大区域又根据材料的不

同分设4个小区，幼儿自由选择进入哪

个小区域，每8分钟实现区域内的小循

环。同时，每周实现全园所有区域的大

循环，使运动区域常玩常新。”

到大社会触发学习热情
春天，孩子们播下植物的种子，并

在幼儿园的樱花树下来了一场赏花之

约；夏天，孩子们钓鱼、戏水，在与水的

亲密接触中探究水的秘密；秋天，教师

们把课堂搬进公园，孩子们支起帐篷，

枕着落叶午睡，享受秋日好时光；冬天，

孩子们给幼儿园里的树木穿上“冬装”

防寒，学习如何保护植物……每个季

节，该园幼儿都会走出教室，置身大自

然体验生命的变化。

“对幼儿来说，走出校园去看一看、

学一学、说一说，更能激发他们的学习

热情。”在沈群英看来，“灵润”课程的主

阵地不仅是在幼儿园，而且可以延伸到

家庭、社区，甚至是更远的乡村。

“职业大体验”活动是最受孩子们

欢迎的课程项目：他们走进医院，观察

牙医如何工作，习得正确保护牙齿的方

法；他们参观邮局，了解信件、快递的寄

送程序；他们来到消防大队，聆听消防

员叔叔现场讲解、演示常见的消防器材

的功能和使用方法；他们前往军营，向

解放军学习如何叠被子、站军姿、走正

步、唱军歌等。除了各式各样的职业体

验，由孩子们组队而成的“蚂蚁考察团”

每个月都会携手周边社区，在社区的支

持下来到菜场体验买卖的乐趣，深入榨

糖厂了解红糖制作工艺，走进东阳木雕

城感受匠人精神等。

“顺应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和发展趋

势，教师带领孩子共同完成了多个生成

性主题活动，并持续不断地推进这些活

动。”沈群英说。由于幼儿园毗邻卢宅

古建筑群，其建筑结构、一屋一房、一砖

一瓦都成为孩子们接受传统文化熏陶

的重要资源，因此“古宅肃雍堂文化之

旅”成为大班孩子的必修课。孩子们进

入古宅探秘，观察不同建筑物件的结构

和用途，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意写生。最

终，孩子们还通过自己的组织与策划，

在古宅举办了一个画展。

“这些活动都将在孩子们的‘成长护

照’上留下印迹。”沈群英补充说，“这是

课程评价方式之一，另外还有以教师、儿

童、家长为主体的课程档案袋，教师写下

的学习故事以及他们的行动教研评价。”

我
们
是
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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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
法
师
﹄

近日，浦江县中余乡中心幼儿园开展了足
球趣味游戏比赛。此次比赛在游戏中加入足球
竞技元素，让孩子们探索多样玩法。比如，“小
海狮玩球”是让足球从两腿之间穿过，并以“8”
字形环绕身体一周；“小海狮拉手踩球”是让两
名幼儿面对面互拉双手，用脚拨动足球相互传
递；“小火车钻隧道”则是把足球从两个障碍物
中间穿过等。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陈淑君 摄）

“灵润”课程：让儿童在亲历中学习

□本报通讯员 吴 媛 田均波

“每天我都会提前到幼儿园，做好各

项准备工作。比如，把活动室的窗打开，

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去食堂打水，保证孩子

们每天足够的喝水量；房前屋后通通打扫

一遍，给孩子干净整洁的环境……”每天清

晨，郑香英早早开启了一天的准备工作。

郑香英是江山市恒泰幼儿园保育员

队伍中的一员。她所在的这支队伍每天

默默无闻地关照着孩子们一日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渐渐地她们走上了保育工作

专业化之路，并获得了家长的一致点赞。

在孩子们眼里，她们是无微不至的

“妈妈”。该园保育员吴小勤被孩子们亲

切地称作“吴妈妈”，因为她总是有操不

完的心——“乐乐，你都满头大汗了，快

把外套脱一下哦。”“一一，你今天早饭吃

得少，中饭得多吃点。”“典典你睡不着

吗？我来陪陪你。”……杨秀芬做起事来

一丝不苟，她每天都会花很多心思为孩

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点心，她说：“好看

又好吃的点心，孩子们才更喜欢。”杨存

霞来自北方，擅长做各种面点。“杨妈妈”

经常带着孩子们在幼儿园的生活吧一起

动手做“熊猫馒头”“彩色饺子”等。

在教师们看来，她们是幼儿园开展

教育教学工作强有力的后盾。教学活动

中，她们不仅积极配合教师的工作，也耐

心指导孩子们操作。同时，幼儿园各种

大型活动的台前幕后，也总是少不了她

们奔波忙碌的身影。

为了使保育工作更加精细化、科学

化、专业化，该园经常开展保育员职业技

能大赛，给保育员提供一个自我展示和

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我们能做手工、

美味点心；会给孩子叠被子、编漂亮的辫

子；能花样削水果，还会讲故事。这些技

能是在日复一日与孩子的相处中慢慢练

就出来的。”毛超华说，她和团队成员每

年还会参加幼儿园组织的保育教育理论

知识测试，不断提升专业知识水平。

“事实上，在与带班教师每天的相处

中，我们也得到了很多启发。作为保育

员，不仅要做好孩子的保育工作，还要更

新教育理念，给孩子创设更好的教育环

境。”毛秋芳平时会以教育故事的形式反

思自己的工作。袁火菊则是在做好保育

工作的同时，利用空余时间将孩子们的

活动及教育心得编写成诗，她说：“我珍

惜与孩子们相处的每一天，我喜欢把这

些瞬间都记录下来。”

孩子成长父亲不缺席
宁波市鄞州区实验幼儿园坚持“父亲行动”10余年

这里的保育员也不一般

日前，缙云县实验幼儿园的大班幼儿走进缙云县实验小学，当了
一回小学生。他们不仅参加了升旗仪式与早操，还走进课堂与哥哥
姐姐一起上课、游戏。

（本报通讯员 马春霞 吕敏飞 摄）

尝尝一尝“小学生”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