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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儿
童
更
多
的
自
主

思享汇

□姜 娜

对儿童而言，无论是牙牙学语还是蹒跚学

步，其成长的每一个瞬间，都折射出他作为一

个天生学习者的主动与创造，这就是儿童的自

主意识。它是儿童对自己及周围事物关系的

一种认识，包括自我体验、自我观察、自我控

制、自我评价等。自主意识既是儿童的天性，

也是儿童作为独立生命个体不可剥夺的权

利。在幼儿教育中，我们要改变“成人霸权”，

还给儿童更多的自主权利。

在浙江省推进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倡

导幼儿一日活动的自由与自主，让幼儿在一日

活动中有选择、体验与创造的可能。事实上，

“还儿童以自主”也是幼儿教育抵御小学化“侵

蚀”的一剂良药。

打散统一行动。我们打破小学化、军营式

的幼儿一日活动作息时间，变“精准卡点”为

“块状联通”，改变以往整齐划一的集体行动模

式，让幼儿拥有更多的自主弹性空间，体验宽

松、舒缓、自由的生活节奏。例如，每天晨间活

动后，我们会留给幼儿20分钟的过渡时间，幼

儿可以盥洗、喝水或是聊天，也可以到自然角

观察照料动植物，还可以完成点名等。实践证

明，这改变了以往“鱼贯”如厕、排队喝水、集体

点名等现象，实现了3个“不”——不忙乱、不

拥挤、不等待。再如，每个班级设立“作品寄存

站”，对于集体活动及区域活动中未能完成的

作品，幼儿能在这里自主安排时间继续完成，

根据自己的节奏进行学习。

打破班级界限。推开班级大门、打破班级

属性，幼儿就可以在更广的群体中学习、生活

与游戏。为了“让孩子的眼睛越过围墙”，一方面，倡导开

展混龄活动、“班群”活动、园区活动等，让幼儿在更为开

阔的空间中自由穿梭；另一方面，开发实施“巴学实践”园

本课程，让幼儿跨出幼儿园的“藩篱”去亲近自然、走进生

活和融入社会；另外，挖掘教师、家长及社会资源，面向中

大班幼儿开展免费社团兴趣活动，并尝试用混龄走班模

式来满足幼儿个性化的需求。

打破定势规则。打破班级管理中传统定势思维，改

革固有的不够合理、不够人文的规则制度，以儿童立场考

虑问题并兼职年龄特点、个体差异，建立能带给幼儿舒

适、有序体验的规则。比如，允许幼儿就餐时选择自己喜

欢的座位、餐点及餐具，同时允许幼儿在音乐的伴随下和

周边的小伙伴轻声交流，让幼儿体验“愉快进餐”。再如，

允许睡眠需求少的幼儿延迟午睡或提前起床，并安排其

担任“午睡管理员”，做好衣物整理、鞋子晒收、点心分发

等服务。与此同时，把教师的权威控制转化为幼儿的自

我约束，鼓励幼儿自己定规则，让幼儿成为规则的建构

者、执行者和评价者。

打碎计划桎梏。自主游戏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教

师摆脱计划，开放游戏的时间、空间、材料、玩法等，并追

随幼儿的经验与兴趣提供适时、适宜的引导，让幼儿真正

成为游戏的主人，变“游戏儿童”为“儿童游戏”。例如，在

推进“慧慧欢乐城”自主游戏中，我们不断减少教师的目

标规划，而是用材料投放这种隐性、间接的指导方式支持

幼儿的探究与创造。于是，教师设置了“宝贝仓库”，里面

集结了丰富多样的低结构材料，幼儿与材料的交互中生

成不同的游戏主题、游戏情节，“慧慧欢乐城”因此成为孩

子们最期待的游戏。

从教师管控到儿童自主，这是一种从建构到解构的

“逆退”，这种“逆退”恰恰表达出对幼儿教育更高、更深、

更远的理解。

（本文作者系杭州市安吉路幼儿园园长、省特级教师）

□本报记者 朱 丹

在丽水市莲都区，位于当地西南

部的峰源乡是人人口中的“偏远之

地”。峰源乡距离市区58公里，开车

疾走需要1小时40分钟左右，而大部

分时间被消耗在其中28公里的盘山

公路上。据说，抵达这座平均海拔

735米的高山，得转333个山路弯道。

这些蜿蜒曲折的弯道拉大了峰源

乡与外界的距离，使得当地的教育资

源略显匮乏。今年9月，一直在城区

工作的年轻教师项旺旺来到囿山小学

峰源校区附属幼儿园，成为该园的第

一任专职教师。据了解，他将在这所

偏远山区幼儿园支教3年。

“幼儿园现在有8个孩子，大多是

留守儿童。”项旺旺告诉记者，暑假结

束的时候，他走访了每个孩子的家庭，

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以及

家庭教养方式等。“看着孩子们懵懂又

好奇的眼神，我心里开始琢磨创设适

合他们发展的幼儿园环境。”家访一结

束，他便开始动手布置幼儿园。

考虑到山区具有的丰富乡土资

源，项旺旺用稻草、麻绳、蓝印青花布

等材料打造了一个以田园风为主的园

所环境。由于该园之前没有专职教

师，教室里的区域划分相对单一，不能

够完全满足孩子们的需求。于是，他

根据不同功能对教室进行了改造，设

置了开展角色扮演游戏的“小饭店”，

可以做手工、画画、编织等的美工区，

摆放着各类绘本的“三味书屋”等。在

户外，他还专门为孩子们开辟了一处

“百草园”，这里既有不同种类的植物，

也有孩子们喜欢的小动物。

开学后，随着孩子们的加入，幼儿

园变得更加不同了。项旺旺带着孩子

把幼儿园围墙边的泥地开垦成小菜

园，并实行“包田到户制度”。尽管务

农在山区很常见，但孩子们平时参与

得不多。这段时间，他们在小菜园化

身为“小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地里

种植蔬果，“玩”得不亦乐乎。

浸泡黄豆、推磨、过滤、煮浆……

上周，该园举办了一场“石磨圆，豆浆

香”的活动。孩子们利用传统磨豆浆

的工具，真实体验做豆浆的过程，他们

乐在其中并直呼：“好玩又好吃！”

两个月来，当地老百姓亲眼见证

了这所山区幼儿园在变化中所激发出

的活力。“在农村，同样可以做到让孩

子们乐于实践、勇于探索，在亲历中学

习，在体验中成长。”项旺旺深有感触

地说。

□本报记者 朱 丹

上半年，绍兴市柯桥区出台了

《加快学前教育优质发展第三轮行

动计划》。根据文件，该区力争到

2020年，新建幼儿园15所，新增幼

儿园学位5000个。“全区现有幼儿

园100所，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面已

经超过90%。然而，面对全面二孩

政策之后的‘入园潮’，我们必须适

度超前，为入园高峰预留充足的学

位资源。”柯桥区教体局幼教办主任

马慧黎说。

自2011年以来，该区实施了两轮

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基本构建起“广

覆盖、保基本、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公

共服务体系，实现了学前三年入园

率、教师学历合格率、教师资格证持有

率、等级幼儿园覆盖率“四个100％”。

如今，随着新一轮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的实施，该区开始从“有园上”迈向“上

好园”，确保全区适龄儿童都能享受到

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

规划建设更合理
2013年，柯桥区编制了全区16

个镇（街道）学前教育网点布局；

2016年，该区优化了城区6个镇（街

道）幼儿园网点规划。得益于先后

两次的提前规划，该区在前两轮三

年行动计划实施期间已新建30多所

标准化幼儿园。

其中，安昌镇中心幼儿园于

2014年易地新建。“之前，幼儿园最

多只能够容纳9个班；而现在，按照

24个班规模建成的新园可以满足

本地生源。”该园副园长平似霞说，

目前实际招收18个班级，剩余6个

班额为即将到来的入园高峰做足了

准备。

“像这样大规模的乡镇中心幼

儿园全区共有9所。”马慧黎举例说，

“针对公办资源相对缺少的区块，一

些公办村级幼儿园或中心幼儿园分

园达到了9个班的办园规模。比如，

今年开园的湖塘型塘幼儿园，给老

百姓带去了普惠的资源。”

为满足小区幼儿就近入园的需

求，该区严格保障配套幼儿园百分

百 办 园 ，扎 扎 实 实 做 到“ 四 个

必”——规划必建、建成必交、交付

必办以及办园必优。今年，该区将

新建小区配套幼儿园基础装修标准

纳入政府文件，对幼儿园各个空间

的功能区分、装修材质、用电安全等

都作了详细要求，小区最终需经区

教体局验收后才可以交付。

今年暑假，柯桥区中心幼儿园

教育集团香水湾园区根据过去一年

教室的使用状况，对该园一楼的所

有教室进行了一番改造。据了解，

这所4年前投入使用的小区配套幼

儿园，已经进行过两次园舍改造了。

发展学前教育，园舍设施是前

提。过去6年，柯桥区、镇两级财政

光是投入改建资金就高达1.1亿元

左右，率先在全省完成了幼儿园园

舍抗震加固改造，实现了全区幼儿

园园舍条件的提档升级。从今年开

始，该区设置了用于公办幼儿园维

修的专项经费，保证全区园舍五年

一轮的维修提质。

财政保障更精准
学前教育资源的增量扩容，离不

开财政的大力支持。在柯桥区，学前

教育经费由区、镇（街道、开发区）两

级财政共同来分担。这样一来，不仅

减轻了两级财政各自的经费压力，而

且加大了学前教育的普惠力度。

除了对公办幼儿园新建、改扩

建的财政保障，该区还做到了两个

“提高”：一是提高幼儿园生均公用

经费，按照小学预算内生均公用经

费拨款标准安排公办幼儿园生均公

用经费，幼儿人数则按省等级幼儿

园标准班额核定；二是提高保教人

员专项补助，公办幼儿园持证自聘

专任教师由区财政按每人每年2.5

万元予以补助，持证保育员按每人

每年1万元予以补助，专任教师、保

育员补助经费分别按上年5％、10％

的比例逐年增长。

柯桥区财政保障讲求“精准”二

字，每一条款项都有着相对应的标

准。例如，对于小区配套幼儿园的

设备设施、软装修等经费，两级财政

各按每班25万元的标准予以补助；

针对3班以下小规模公办幼儿园（教

学点），每年补助5万元的专项经费；

面对入园困难群体，每生每学期减

免保教费2500元等。

另外，该区于今年启动了民办

学前教育扶持发展工程，建立普惠

性民办园生均经费和专任教师专项

补助机制。“具体来说，房户一致的

在园幼儿可以享受与公办幼儿园同

样的普惠收费政策，其收费差额全

由政府来买单。同样地，专任教师

也能享受到不同程度的补助。”马慧

黎解释道。

普惠资源更优质
去年，柯桥区中心幼儿园教育

集团接管了朗诗园区和世纪星城园

区，这两所新建成的小区配套幼儿

园一下子焕发出生机：集团统一调

配师资力量，保证园区日常教育教

学工作；团队合力改造园区环境，温

馨的庭院式风格、原生态的自然元

素、人性化的功能设置受到孩子们

的喜爱；保教质量、办园品质不断提

升，得到社会及家长的认可……在

集团园长、省特级教师陈宴看来，集

团化办园不能停留在流于表面的帮

扶，而是要将“触角”深入到集团每

一个园区的方方面面，才能真正做

到优质资源的有效扩充。

作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品牌幼儿

园，柯桥区中心幼儿园近年来发挥

“名园＋”效应，逐渐发展成为拥有7

个园区的教育集团。该园实行“一

块牌子、一套班子、多个园区、统一

管理”的运行机制，让更多孩子能够

在家门口接受更优质的学前教育。

与此同时，该区16所镇（街道）

中心幼儿园建立了6个“区域园际

发展共同体”，示范园和结对园在教

育管理、教师培训、资源共享、校园

文化考核评价等方面做到“一体

化”，以此推进城乡学前教育的均衡

发展。

提升学前教育质量，队伍建设

是关键。在逐年提高公办幼儿园在

编教师配备比例的基础上，该区通

过“内培”与“外引”两条腿走路来拓

宽师资来源，优化师资队伍结构。

目前，全区幼儿园园长、教师都制定

了专业发展五年培训规划，并依托

与高校合作的教育基地和区级名师

工作室、学习共同体等研修载体，促

进保教队伍整体发展。

绍兴市柯桥区：

从“有园上”迈向“上好园”

破解学前教育难点 区域推进优质均衡

近日，在长兴县小浦镇方一村，来自该
县小浦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用画笔在旧
轮胎、酒坛等废弃物上涂涂画画，美化农家
小院。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摄）

娃娃彩绘
扮靓乡村

短短两个月，他和孩子们一起让山区幼儿园大变样

本报讯（通讯员 刘华良）“卖菜

啦，纯绿色，无公害哦！”“青菜和萝卜

一块五一斤，地瓜两块一斤，快来买

呀！”……近日，江山市江滨菜市场里

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小菜农”，他们正

在卖力招揽来往的顾客。据了解，这

些“小菜农”是江山市江滨幼儿园的大

班幼儿，卖菜是该园的社会实践活动

之一。

活动一开始，不少顾客就被孩子

们的吆喝声所吸引，前来问询购买。

与顾客打过几次交道后，孩子们便从

最初的生疏羞涩变为轻松应对，像个

老菜商一样熟练地完成了讲价、装袋

和找零等工作。一些孩子甚至捧着蔬

菜，离开摊位向过往的顾客推销。不

足一小时，孩子们带来的所有蔬菜就

销售一空。据介绍，社会实践是该园

“小手探世界”园本课程实施的重要形

式。该园自2013年实施园本课程以

来，租用了城郊3亩土地，孩子们在地

里种植了玉米、萝卜、红薯等40多种

农作物，并全程参与养护和采摘活

动。大班幼儿分工合作完成了此次卖

菜活动，其中有的负责整理定价，有的

推销售卖，有的收钱找零。活动结束

后，孩子们还清算了赚取的钱财，并以

自己的方式记录售卖经验。

这所幼儿园
举办了一场“桂花趴”

本报讯（通讯员 龚靖靖）桂花蜜、桂花饼、桂花酱……近

日，浙江大学幼儿园西溪分园的孩子们举办了一场香气扑鼻

的“桂花趴”。这不仅是一场美食派对，也是孩子们近来探索

桂花主题课程活动的一次成果展示。

秋风刚起，孩子们先来了一次“秋日寻香”。他们把自己找

到的桂花种类、颜色、香味都记录在表格中，并带到幼儿园和同

伴一起分享。他们发现，不同品种的桂花开花时间会有所差

异，而气候、地域的不同也会有生长差异。紧接着，孩子们用自

己的画笔记录了幼儿园里的桂花树从成长到开花的过程。当

秋风送来阵阵“桂花雨”时，他们还进行了“收桂行动”，尝试用各

种容器来收集桂花，如玩具框、牛奶罐、玻璃瓶、礼品袋等，甚至

连雨伞、小推车都派上了用场。对于收来的桂花，孩子们又进

行了整理、清洗、晾晒和储藏，然后制作成桂花香袋、腌制成桂

花蜜、烘烤桂花饼，并最终办成了这场“桂花趴”。

社会大课堂里学本领

日前，德清县通航智造小镇举办首个航空开放日活动，
来自德清县雷甸镇第一幼儿园的30余名小朋友与S64F直
升机、三座旋翼机等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

（本报通讯员 谢尚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