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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区域活动时，薇薇把区域里所

有的材料全都倒了出来，自顾自地

玩了起来。不一会儿，同伴们也想

加入和她一起玩，她却说：“不行，这

些都是我要玩的！”随即，矛盾产生

了。整个区域活动时间，孩子们一

直在争吵，谁也不肯让谁。直到活

动结束，他们谁都没有玩成。

由于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规

则意识并没有完全树立，类似的矛

盾甚至由此引发的幼儿冲突在幼儿

园普遍存在。对不少教师来说，培

养幼儿的规则意识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他们时常苦恼于幼儿不遵守

规则，但又不知道如何正确引导。

对此，记者近日采访了省内一些幼

儿园教师，听一听他们解决这一困

惑的建议。

让规则“看得见”
走进不同的幼儿园，你几乎可

以在每个教室里都能看到各种各样

的“规则图标”，有些是不同色彩的

文字，有些是可爱造型的图画，有些

甚至是成人看不懂的“象形文字”。

“幼儿的思维是直观的、形象

的，仅仅通过说教或是文字说明让

幼儿学会遵守规则是不现实的。形

式多样的图标一方面用色彩和造型

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力，另一方面用

可视化的方式帮助幼儿理解不同的

规则。”江山市凤林镇政棠幼儿园园

长徐衰英介绍，该园的楼梯上可以

明显地看到上下楼梯靠右走的箭头

以及小脚印图标；户外树木的枝干

上挂有“禁止采摘”的图标；垃圾桶

表面贴着小手扔垃圾的图标；盥洗

室墙上呈现的是正确洗手流程的图

标……这些融入环境细节之中的

“规则图标”，幼儿既能看懂也愿意

遵守。

宁波市尹江岸幼儿园园区负责

人王颖告诉记者，很多一线教师都

会遇到类似的状况，在一遍遍讲解

活动规则后，依然会有不遵守规则

的“皮孩子”或是不停追问教师“做

什么”“怎么做”的孩子。面对这些

状况，她建议用“看得见的规则”来

引导孩子。比如，在游戏区域中，

她不仅制作了图文并茂的游戏规

则说明，而且还绘制了孩子能一目

了然的“作息表”，用来提醒孩子

“什么时间做什么事”。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幼儿

在游戏区域中发生的矛盾与冲突，

王颖设计了“友情提示牌”，包括

“握手言和”“冷静一会儿”“道歉”

“跟伙伴商量”等。“每天都会有一

个孩子担任‘文明监督员’，利用

‘友情提示牌’来处理同伴矛盾与

冲突。渐渐地，孩子们想出了更多

更好的解决方法。”她说。

这些误区要避免
采访中，部分教师坦言，在培养

幼儿规则意识时，有些家长和教师

常常容易走进误区。根据不同情况

主要分为以下几种：一是成人掌控

规则的话语权，用权威来告诉幼儿

必须要遵守；二是成人言行不一致，

导致幼儿认为规则只是说说而已；

三是成人随意更改已经约定好的规

则；四是成人缺少对规则的坚持性，

当短期并没看到幼儿进步时，就主

动放弃对规则的执行。

“对幼儿来说，许多规则是通过

模仿习得的。因此，成人应该遵守

并维护规则，才能让孩子在潜移默

化中消除对规则的抵触情绪。”义乌

市佛堂镇幼儿园教师冯婷婷分享了

自己避免“误入歧途”的几条准则。

除了“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还有“用正面的态度和语言向孩子

解释规则”“与孩子一起持之以恒地

贯彻规则”“对遵守规则的孩子及时

给予具体的表扬”等。

“另外，部分成人只关注如何给

予孩子充分的自由，认为如果强调

规则的培养就限制了孩子的自主

性，进而不利于孩子的个性发展。”

来自湖州市第三幼儿园的姚静雯认

为这也是规则培养的误区之一，“事

实上，蒙台梭利教育理论十分强调

规则与自由的相辅相成，没有自由

的规则是专制，没有规则的自由是

混乱。”姚静雯在实践中通过游戏来

培养幼儿的意识，如开展规则游戏

时，适当地设置一些规则冲突，让幼

儿去感知与认识规则；再如重视角

色游戏，它能够引导幼儿遵循角色

规则，加强对社会秩序的认知。“为

了能顺利进行游戏，孩子自然而然

会产生遵守游戏规则的意识。因

此，游戏的过程恰恰也是幼儿规

则意识和行为养成的过程。”她分

析说。

不妨与孩子共同制定规则
这学期，杭州市西湖区午山幼

儿园瑷骊山园区遇到了一个难题。

该园越来越多孩子骑着滑板车、自

行车来上学，随着车辆增加，道路

一侧的“停车场”出现了拥挤、车位

紧缺的现象。在口头呼吁规范停车

无效后，教师与孩子们进行了谈

话。他们发现，对于如何解决“停车

难”的问题，孩子们有着许多的奇

思妙想。于是，孩子们动手设计停

车位，讨论车辆停放规则，竞聘“车

位管理员”，最终缓解了大难题。

“教育并不是一件告诉和被告

诉的事情，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在教师的适时引导下，幼儿参与规

则的制订，他们的责任感就会相应

提升，违反规则的现象也会有效降

低。”在瑷骊山园区教师团队看来，

“小车主”与“车位管理员”在停车与管

理的过程中，逐渐养成了规则意识。

绍兴市柯桥区中心幼儿园教师

陈晋颖是大班年段的班主任，开学

初她就与孩子们一起讨论了“班级

公约”。“很多时候，规则往往是‘自

上而下’的，教师说什么，孩子就得

去遵守。其实，有些孩子并不理解

为什么要遵守这些规则。我觉得规

则应该‘自下而上’，让孩子们一起

来约定规则，大家互相监督，并同步

实行奖励制度。”她举例说，孩子们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商量规则的制

定，“班级公约”包括上下楼梯的约

定、图书和玩具分享的时间约定、一

些公共活动室使用的约定等。

□胡欣红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

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印发。《意见》明确，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

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

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

到2035年，全面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建成覆盖城

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这样一份重磅文件，既在意料之中，也在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是因为随着全面二孩政

策出台之后，重视学前教育早已成为共识。《意

见》中所强调的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之前已

经在相关文件中有所提及。意料之外则是指

“遏制过度逐利行为”的空前力度。民办园一

律不准单独或作为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上市

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

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

营利性幼儿园资产。如此一来，天价幼儿园疯

狂扩张的日子正式终结。

在笔者看来，不允许民办幼儿园上市，是

为了防范通过融资方式“疯狂”扩张和敛财，并

没有关闭社会力量投资办学的大门。因此，这

不能简单等同于限制民办幼儿园发展，更不能

认为是禁止社会力量办学，而是为了彰显学前

教育的公益属性，实现其良性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

民办教育分为营利性的民办教育和非营利性

的民办教育，其中非义务教育阶段可以设立营

利性民办学校。也就是说，民办幼儿园可以分

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非营利性民办园

举办者的办学结余应当用于办学，而营利性民

办园的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营利性民

办园办学者获得合理的回报，当然无可厚非，

也能激发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有助于破解

“入园难”。然而，一些办学者唯利是图，将获

取收益放在第一位，收取不菲的学费，却并没

有将心思用在提升教育质量上，师资良莠不

齐、管理混乱，甚至爆出虐童以及克扣孩子食

物和提供霉变食品之类的丑闻，不仅加剧了

“入园贵”问题，还助推了“入园安”焦虑，与教

育的初衷背道而驰。

即便是纯粹投资的商业领域，也不能缺失

基本的社会责任感，更何况是办教育。自古以

来，社会力量办学就往往与慈善密切相关，办

学者理应有教育情怀，对教育保持基本的敬

畏，绝不能把盈利放在第一位，有悖公益性。

如果幼教产业成为资本市场的“盛宴”，天真烂

漫的孩子沦为部分人发财的工具，幼儿教育成

为最昂贵的教育，那将是社会之殇。

为了坚持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我们有条件更有

必要有效遏制一些民办园的过度逐利倾向，让幼儿教育回归

初心。

幼儿不守规则，怎么办？

□本报通讯员 梅春晓
林 慧

“我是最善良的巫婆”“我是生

活在大海里的超大的胡萝卜哦”

“我有着五颜六色的神奇魔力

呢”……在温州市第一幼儿园，有

一群“小戏精”，他们每天乐此不疲

地表演着脑海里各种天马行空的

想象。

园长姜艺说，“小戏精”们是伴

随着园本课程“童绘戏剧”的实施

而诞生的。在课程活动中，孩子们

通过戏剧游戏，体验人物情感，释

放自我；他们品读绘本，发挥想象，

创编剧情；他们研究人物，探究角

色内心世界，感受人生百态；他们

设计舞台环境，制作服装道具，用

心创造美……“2014年，幼儿园在

绘本阅读特色教学的基础上开发

‘童绘戏剧’课程。绘本与戏剧的

邂逅，让每一个孩子都在表演中绽

放出自己的色彩。”姜艺介绍，“童

绘戏剧”有着三层含义：一是童

“绘”，儿童的戏剧创作以绘本阅读

为起点，并在此基础上生发一系列

戏剧活动；二是童“慧”，以儿童为

戏剧主体，并用儿童的智慧去推进

戏剧，同时戏剧的推进不断激发、

增长儿童的智慧；三是童“荟”，

“荟”的原意在于草木繁盛，这里引

申为儿童、教师、家长以及幼儿园

因课程的发展而共同成长。

最初，“童绘戏剧”课程受到了

幼教同行乃至家长的质疑：戏剧对

儿童来说会不会太难了？儿童作

为戏剧的主体，意味着编剧、表演、

服装背景制作、策划等全由儿童来

完成，这可能吗？面对戏剧素养零

基础的教师和儿童，戏剧教学该如

何开展……“课程起步之初，我们最

常听到的话就是‘孩子能行吗’。”

姜艺回忆说，当时恰逢母亲节，有

教师提议让孩子尝试“画”一句话

给自己的妈妈。翻看着孩子们的

童言稚语，教师们由此想到，何不

让他们用绘画符号来记录自己创

作的台词从而形成剧本。慢慢地，

该园形成了独特的剧本呈现形式，

它以绘本画面为剧本的基础，用对

话框来呈现儿童“画”下来的台词，

既直观又形象。

每个学期，该园都会选取适合

儿童的绘本，依托课程实施的4个

策略——品读、体验、创作、表演，

梳理出主题实施教学框架，并以

“主题月”的形式开展课程活动。

每次开展绘本戏剧，教师们总是会

和孩子一起提出隐藏于绘本表象

之下的问题，然后共同去探索各种

可能。比如，在绘本戏剧《年》中，

很多孩子提出了“年是什么”。围

绕这个问题，孩子们产生了“安静

的年”“搞笑的年”“孤独的年”等奇

思妙想。“基于绘本，但又不限于绘

本。”姜艺说，孩子们在绘本戏剧中

沿着问题不断地去假设和讨论，在

抛出问题的同时解决问题，“孩子

们相信自己就是剧情里的人和物，

这为戏剧的自然创作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教师团队

的智慧也被点燃，涌现出了源源不

断的创意，“零示范策略”就是其中

之一。由于在绘本阅读阶段，孩子

们看到的是静态的画面，而戏剧表

演是动态的、变化的，想要把静态

的画面用动态的动作演绎出来，对

于没有相关经验的孩子来说并非

易事。这引发了教师们的思考：儿

童的创作是“有中生有”的，想要儿

童创作出更多的肢体动态，必须先

有大量的感性经验做铺垫，角色观

察和体验就成了由阅读到表演的重

要过渡环节。对此，教师们以欣赏

音乐剧、观看动画片以及亲身体验

等形式，帮助孩子们积累经验。即

便在教师“零示范”的情况下，孩子

们的表演也能更加精彩纷呈。

在该园教师看来，和孩子一起

体验绘本戏剧是一种享受，因为没

有一次活动会完全一样，没有哪一

组孩子的表演会完全相同。过去4

年，该园教师依托课程故事来观察

儿童在绘本戏剧中的表现，随时捕

捉儿童的成长瞬间。每学期，该园

都会举行“童绘戏剧”课程故事分

享会，来呈现教师们在课程活动中

的行为与反思。随着教师们儿童

观、教育观以及传统的评价观发生

转变，他们开始意识到，绘本戏剧

不仅仅是让幼儿参与表演，更是以

戏剧的方式培养儿童的综合素养，

包括表达能力、创造能力、情绪管

理和共情能力等。

台州市黄岩区
有一位“百变”男幼师

本报讯（通讯员 金 芝）最近，台州市黄岩区南城街道中心幼儿

园的孩子们参加了一次特别的活动：他们穿上睡衣，和教师一起办了

一场睡衣故事派对。

睡衣故事派对的设计创意来自该园的男教师李振宇。在孩子们

眼里，李老师是一位“百变老师”，他不仅是幼儿园里最受欢迎的教

师，还是业余歌手、电台主播、活动主持人以及博物馆讲解员等。

就在不久前，李振宇作为歌手登上了中央电视台，还在舞台上对

孩子们“真情告白”：“我想把世界上最美好的歌曲，送给可爱的小朋

友们。”正因为他对孩子的这份真心，关于他的新闻曾经一度登上了

网络热搜，他成为当地许多人熟知的幼儿园男教师。

李振宇还有两个特殊的身份：一是黄岩当地一家电台的主播，每

当夜幕降临，他的声音就会透过广播给当地的小朋友们讲睡前故事；

二是黄岩柑橘博物馆的专业解说员，所有黄岩蜜橘的“秘密”他都了

然于心。尽管这些工作并不属于幼儿园教育教学工作范畴，但他说：

“我想把我知道的，尽可能多地分享给孩子们。”

对于本职工作——幼儿园教师，李振宇更是丝毫不马虎。无论

是创意手工，还是教具制作，他都驾轻就熟。在春天，他背着行囊和

孩子们出门踏青，行囊里装着的是便于孩子们发现与探索的各种工

具；到六一儿童节，他变身幽默的主持人，他说要陪伴孩子们快乐地

度过每一个节日；每逢主题活动，他又会拿出相机，用摄像头记录孩

子们的表现与成长。

“童绘戏剧”：激活的不仅仅是一群“小戏精”

创意园

日前，杭州市枫华府第学前教育集团举办一年一度的“勇
敢壮壮节”，活动内容包括大班幼儿的徒步秋游、军旅体验等，
还有中班、小班开展的亲子运动会。据了解，这次运动会的主
角除了孩子，还有爸爸们。在他们的支持下，孩子们完成了“翻
山越岭”“舞动长龙”等趣味运动项目。图为亲子运动会开幕式
现场。 （本报通讯员 徐哲忞 摄）

深一度

近日，景宁畲族自治县实验
幼儿园开展“悦动‘畲游’”系列活
动，独特韵味的畲族竹拍操、经典
游戏亲子操、民间游戏展演等节
目轮番上演。图为小朋友体验畲
族经典游戏跳竹竿。

（本报通讯员 叶香娟 摄）

悦动悦动““畲游畲游””乐享童年乐享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