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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11月7日，是传统二十四节气中

的立冬日，湖州市仁皇山中心幼儿园

针对不同阶段幼儿组织了“贺冬”活

动，如大班幼儿品尝饺子，感受立冬

的饮食文化；中班幼儿观察气候变

化，及时为种植园里的蔬菜补充营

养；小班幼儿则走出户外，感受冬天

植物的变化。据了解，该园近年来挖

掘二十四节气的相关资源，对节气文

化做了园本化探索。

这些年，我省越来越多幼儿园意

识到从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

性，开始尝试给幼儿创造更多接触传

统文化的机会。随着实践的不断深

入，不少一线教师有了更多的思考：

怎样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理念和内涵

传达给幼儿？如何通过一些幼儿喜

闻乐见的体验活动，让传统文化教育

在幼儿园落地？

“当下，传统文化融入幼儿教育

的研究很多，不只是传统节气，还有

民间艺术、民俗游戏、地方语言等。”

仁皇山中心幼儿园副园长邹丽君分

析说，“事实上，那些承载着中华民

族优秀文明成果、文化思想、道德传

统的载体，都可以纳入幼儿园传统

文化教育的内容范畴。而二十四节

气作为民族在自然成长中积淀下来

的规律，是一种独特的课程资源。”

沿循季节的时序，该园以“春华”“夏

炎”“秋实”“冬衍”为核心板块，挖掘

二十四节气的物质资源与文化资

源，带领幼儿以体验的方式参与不

同的节气主题活动。而气候变化、

植物生长、生活活动、趣味民俗等内

容都被纳入其中。

“传统节日也是传统文化教育一

个很好的切入点，它能够让现代儿童

直观地感受到，传统文化是可亲近

的、吸引人的。”湖州市南浔实验幼儿

园副园长翁晓霞介绍，该园目前已经

开发了关于春节、清明、端午、中秋、

重阳等传统节日的系列活动，逐渐形

成了“幸福中国节”园本课程。为了

让传统文化在幼儿园“活”起来，该园

结合文化元素与节日特色设计了丰

富多彩的游戏，激发起孩子对传统文

化的兴趣。

戏曲工坊、剪纸工坊、茶艺吧……

在义乌市宾王幼儿园的“文化长廊”，

孩子们每天都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

这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该园教

师楼丽说，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要以情

感为先，只有让孩子接纳并喜欢传统

文化，并从中感受到“真善美”，才能

萌发他们对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除了在“文化长廊”开展区域活

动，该园还通过多种途径来实施各类

活动。以戏曲工坊为例，在环境创设

中，教师们利用空白面具、戏曲人偶、

戏曲服饰等资源营造戏曲文化氛围；

在教学中，开展《京剧脸谱》绘画活

动、《戏说脸谱》音乐活动、《戏曲舞步

和手型》艺术活动等，引导幼儿了解

戏曲文化；在早操中，融入传统的戏

曲元素，激发幼儿的积极情绪；在展

演中，鼓励幼儿大胆创造并表现戏曲

文化。

“传统文化需要浸润在孩子生活

的方方面面，与幼儿园园本课程有机

融合，并渗透于幼儿的一日生活，这

是一条有效的路径。”在杭州市西湖

区留下幼儿园园长郑秀凤看来，幼儿

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重在体验和养

成。这个秋天，一直崇尚自然教育的

留下幼儿园以桂花为媒介，让幼儿和

大自然联结在一起，开展了野趣项目

活动。在经历了寻找桂花树、畅谈桂

花、制作桂花美食、调制桂花香水后，

该园对活动做了进一步延伸。教师

们给孩子讲述了一个关于桂花的典

故——《蟾宫折桂》。在中国神话传

说中，月宫有一只三条腿的蟾蜍，因

此后人把蟾宫指月宫，而攀折月宫桂

花，除了被古人喻为考试得中，还表

现出古人对月亮的向往。当了解到

桂花有着成功的美好寓意，孩子们把

自己的梦想或愿望画下来，并挂到桂

树上。“事实上，我国传统文化里有很

多精髓，这部分内容不用刻意去教孩

子，很多时候可能是一种习惯培养或

者社交道德，需要在幼儿园一日生活

中帮助孩子去养成获得。”郑秀凤说。

从园本化的教育内容到多元化

的实施途径，再到常态化的教育渗

透，我省不少幼儿园在传统文化融入

学前教育的路上越走越宽。去年夏

天，杭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在中

国丝绸博物馆对为期4个月的“我的

丝绸之路——丝绸博物馆项目主题

活动”进行了一次成果展示。今年年

初，该园又举办了一场以“印·记”为

主题的展示会，呈现的是孩子们先后

8次前往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的探究

成果。事实上，先后两场博物馆之旅

的背后，包含了孩子们满满的好奇

心——“丝绸的历史有多久远？”“伞

是怎么来的？”“制作一把扇子有多少

个步骤？”……孩子们带着自己的问

题主动去探寻传统文化，最终用自己

的方式理解传统文化。“优秀民族文

化的继承和弘扬贯穿于孩子的感知

与实践之中，博物馆探秘之旅更多地

可以定义为文化之旅。”园长冯伟群

认为，传统文化要深入孩子的内心，

不能仅仅依靠简单的认知，而要形成

一个循序渐进的教育过程，让孩子在

深度体验中产生自发的兴趣。

□杨凌琼

近年来，拐卖儿童的恶行不时见诸报

端，拐骗手法也变幻莫测。根据公安部儿童

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的官方数据统计，中

国被拐卖儿童的数量每年约为1万人。失去

孩子，对一个甚至几个家庭带来的打击是无

法想象的。为了减少儿童被拐骗这类情况

的发生，除了家长对孩子的人身安全多加防

范外，幼儿的防拐骗教育是否也需要有针对

性地开展？

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对本园3~6岁儿

童的防拐骗意识现状进行了调研，以问卷调

查和访谈调查为主，并配合场景模拟实验及

总结分析。从312份以幼儿家长为调查对象

的有效问卷来看，大多数家长经常教育孩子

防拐骗意识的重要性及讲解相关的安全知

识。在针对幼儿的访谈调查中，当幼儿被问

及“如果遇到坏人或骗子怎么应对”“在父母

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其朋友来接时，你

应该怎么做”“陌生人给的食物和玩具能不

能拿”等问题时，幼儿的回答颇为坚定，其防

拐骗安全意识普遍较强。

然而，在“模拟拐骗实验”环节，由家长

扮演的“人贩子”通过“物资利诱法”“套近

乎”等方式，成功将29名随机抽选的幼儿“拐

骗到手”，仅有1名大班幼儿没有上当，小班

与中班幼儿的受骗率高达100%。认识到幼

儿在实践中的防拐骗意识薄弱这一事实，笔

者进行了第二次实验。各班教师在实验前

自行组织幼儿进行防拐骗安全教育，检验在

强调提醒和教育的情况下幼儿是否会被骗

走。结果显示，从中班与大班抽选的各10名

幼儿中，均有8人受骗，受骗率为80%；而小

班的受骗率竟达 120%。原来，在“人贩子”

进入教室行骗的过程中，原本只是针对1名

小班幼儿进行拐骗，但在这名幼儿被游说时

又跟来了2名幼儿。

分析两次实验，被骗幼儿中普遍存在3

种情况：一是毫无警惕性，轻易相信陌生人

说的话，容易被玩具和零食吸引；二是有一

定警惕性，但容易被“亲情牌”这类花言巧语

蒙骗；三是有从众心理，独处时有警惕性，一旦同伴愿

意跟骗子走，就会选择一同离开。这样的结果显示：幼

儿的防拐骗教育大多限于理论说教，对于实际生活中

的拐骗行为，家长和教师的引导过于薄弱。

那么，怎样才能真正提升幼儿的防拐骗意识和能力

呢？在总结分析调研的结果上，笔者认为以下几点需要

重点加强：首先，家长要学习相关的安全常识，懂得如

何辨别幼儿身边的危险因子，让幼儿形成避开危险点

的行为习惯，并具备当幼儿发生危险时该如何应对和

处理的能力。其次，家长应与幼儿建立良好的亲子关

系，并适时提醒幼儿提高警惕。良好的亲子关系能让

幼儿对家长产生信任感，促使家长与幼儿进行有效沟

通，提升引导的有效性。再次，家长应从小培养幼儿的

安全意识，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事例分析、游戏和情景模

拟等方式给幼儿讲解防拐骗的方法，从根源上防止被

拐现象的发生。最后，幼儿园应多开展以防拐为主题

的专题教育活动，一方面鼓励幼儿学会交往，另一方面

教会幼儿学会自我保护，不让陌生人有可乘之机，提高

幼儿的“抗骗”能力。此外，幼儿园还应有针对性地组

织幼儿进行防拐骗演练活动，强化幼儿掌握相关的自

我保护方法，在亲身体验中掌握基本的防拐骗技巧。

□本报通讯员 冯昕园

正值自主游戏时间，马晓芽走进

杭州市西湖区文苑学前教育集团文

一街幼儿园，她看到中一班的孩子们

全都兴致勃勃地围着名叫“小沙包”

和“小珍珠”的一对鹦鹉。自从饲养

鹦鹉以来，孩子们总想着给它们搭建

“玩具”，这一次，他们居然用最普通

的素材给它们搭建了一个“双人秋

千”。此情此景，让马晓芽甚感欣慰：

在和鹦鹉的相处过程中，孩子们渐渐

体会到了给予的幸福和快乐。

马晓芽是文苑学前教育集团总

园长。多年来，她怀揣着一份与“幸

福”有关的理念行走在爱的教育的

路上——“为十个字，做三件事”。

她口中的“十个字”是“为孩子播下

幸福的种子”，不仅要让孩子当下幸

福，也为他们的幸福人生奠定基础，

这也是该园的办园目标；而“三件

事”就是实现目标的三条路径，一是

要打造一支“有底气”的幸福教师队

伍，二是建构“让儿童更幸福”的“幸

福种子”课程，三是建设“分享、合

作”的家园共育机制。

走进文苑学前教育集团，你会

发现，幼儿园里有许多座桥。在马

晓芽看来，桥代表着关系的链接，能

够体现幼儿园“关系优于教育”的核

心价值观。她相信，所有教育的成

效都基于温暖的关系之上，因此幼

儿园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温暖有爱

的师幼关系，让儿童在关系的互动

中幸福成长。

为了让这种“倡导的理念”成为

幼儿园“实施的理念”，马晓芽带领

教师团队进行了园本特色课程的探

索与研究。“课程改革的前提是教师

儿童观和课程观的重塑。”她认为，

只有当教师对幸福有深刻的体验

时，才能理解和珍视儿童的幸福。

于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每

天都会写“幸福日记”，记录幼儿园

里发生的故事。在她的影响下，教

师们也开始写“幸福日记”，大部分

内容都与孩子们的生活和游戏有

关。通过“幸福日记”，教师们不仅

认识到儿童是独一无二的、有能力

的学习者，而且意识到一日生活中

皆有学习与发展的机会。

基于此，马晓芽和教师团队整

合基础课程的内容，设计了培养完

整儿童的“幸福种子”课程，希望在

孩子心里播下“自信、坚持、好奇、尊

重、关爱、合作”这6颗“幸福种子”。

“当然，课程的推进从来都不是一蹴

而就的。”她说，在具体的实施过程

中，她给予教师充分的选择权，以实

验班的方式分步推进。慢慢地，他

们摸索出了项目式、任务驱动式、情

感体验式等开展课程主题活动的方

式，实现了儿童在亲身体验、直接感

知、实践操作中的深度学习。

作为西湖区首批学前教育课程

改革精品课程孵化行动的先行者之

一，马晓芽思考最多的是如何充分

发挥园长的课程领导力。“园长课程

领导力真正的内涵是激发教师的课

程意识。园长在了解不同阶段教师

困惑的同时，还要针对不同的教师

给予不同的支持。”她在幼儿园建立

了多个“幸福工作坊”，以此来支持

教师们的专业成长。

马晓芽认为，家庭教育的作用

不容忽视，尤其是0~6岁的儿童。

“身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的使命不只

是教育孩子，还要影响家长。”每年

的5月初至6月底，文苑学前教育集

团会开展“感动文苑十大幸福教师”

评选活动。特别的是，这项活动的

主要参与者是家长。他们要撰写关

于教师的“幸福故事”，并在手机

App上进行分享。“家长撰写‘幸福

故事’的过程，就是关注教师的过

程，也是教师的工作被家长肯定的

过程。在这样温暖的环境中，家园

关系变得更融洽了。”她说。

本报讯（通讯员 祝惠新）

不久前，上海市一所民办学校食

堂发生食品霉变事件，引发了广

大家长对校园食堂卫生管理的

关注。江山市恒泰幼儿园家委

会于日前自发组织家长，对食堂

来了个“突击检查”。

当天，4位来自该园大二班

的家长带着事先设计好的检查

表格来到了幼儿园。在相关负

责人的带领下，家长们走进食

堂。清洗间的三联池——粗洗、

清洁和冲洗3个分池引起了他

们的注意，原来孩子们每天用过

的餐具都被送到这里专门清

洗。在消毒间，他们一边查看、

拍摄，一边在检查表格中记录消

毒情况。来到切配间，他们仔细

检查各类食材的品质，以及近两

天所有饭菜的留样。此外，家长

们还在烹饪间现场观摩了厨师

烹饪的全过程。

“我发现，食堂总共安装了8

个监控，可见幼儿园的食堂管理

非常透明。”该园幼儿杨睿博的

爸爸说。“突击检查”结束后，家

长们填写了反馈表，反映了这次

“突击检查”后的真实感受。据

悉，该园一直以来注重食堂的规

范管理，健全分级管理体系，严

把原料采购关、制餐过程关、食

品入口关等“三关”，做到让幼儿

吃得放心、家长安心。

让传统文化在幼儿园“活”起来

用农作物打造一场“时装盛会”

本报讯（通讯员 张赛男）近日，浦江县檀溪镇中心幼儿

园开展了一场富有创意的“时装盛会”。孩子们的每一套衣

服、每一个头饰、每一件挂饰都由农作物制作而成。

活动中，各种农作物的叶子、枝干、果实等都成了家长和

孩子眼中的设计元素。番薯、南瓜、芹菜等的叶子编织成了鱼

尾裙；玉米棒子、红辣椒、大蒜头、南瓜花等串成了项链；粽叶、

高粱、稻谷等加以装饰做成了帽子……随着音乐声响起，“时

装盛会”拉开了序幕，孩子们相约小伙伴手拉手走起了秀。在

红毯上，南瓜被当作手捧花，菜篮子成了手提包，孩子们伴着

音乐挥手做造型。在孩子们的带动下，家长们也穿上“时装”

走上红毯亲身感受了一番。

“嘿哈！”11月6日，长兴县机关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武术教练的指导下，体验了一回传统武术的魅力。
针对幼儿的年龄特征，这次武术教学以游戏为载体，并利用口诀来帮助孩子领会动作要领。接下来，长兴
县武术协会每周都会走进该园，让孩子有更多机会学习中华武术。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丁智利 摄）

马晓芽：为孩子播下“幸福”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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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封锁线”“过雪山”“炸碉堡”“战地补给”……
日前，常山县教工幼儿园为幼儿量身定制了一系列军
事拓展游戏。据了解，该园每年都会组织一次野外拓
展训练活动。

（本报通讯员 徐德飞 张 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