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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一度

□本报记者 朱 丹

作为幼儿园教师，你最怕哪个

聊天群不停地@你，却又不敢“消息

免打扰”，而是尽可能地做到及时回

复？没错，那就是班级家长群。近

段时间以来，网络中不乏“吐槽”班

级家长群的帖子，每每都能引发网

友热议。

当下，建立在QQ或者微信平

台上的班级家长群是家园沟通最基

本的载体。然而，由于交流的便利

性，原本用来提高家园工作效率的

家长群却饱受争议——它不仅逐渐

成为教师们工作中的隐性负担，而

且也给家长带来了不少困惑。那

么，究竟怎样才是班级家长群正确

的“打开方式”？近日，记者采访了

我省各地的幼儿园教师，共同探讨

如何管理班级家长群并发挥它的积

极作用。

“现在，我们习惯于直接通过

微信、QQ 等通信工具和家长互

动，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矛盾。”长

兴县张家村花园幼儿园教师吴锡

珍向记者坦露了自己的烦恼。对

于幼儿的家长来说，他们常常希望

自己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孩子在园

的学习与生活状况。于是，为了让

家长能够直观地看到孩子吃饭、睡

觉、户外活动时的状态，教师往往

会拍下照片上传到群里。“渐渐地，

当教师没有足够多时间拍照时，一

些家长会催促教师去拍照；当教师

拍了照片上传，小部分家长往往又

会开启‘找茬模式’。”

“在建群之初，教师要先与家长

说明‘为什么要建立家长群’。”杭州

市胜利幼儿园教研组长翁杰卿分析

说，建班级家长群的具体作用在于

发布班级重要通知、分享幼儿校园

生活和及时与家长沟通交流。“一开

始就与家长达成共识，能够为今后

家长群的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杭州市紫阳幼儿园教师林千惠

告诉记者，该园各个班级教师会在

学期初的家长会上与家长一起讨论

家长群管理的具体事宜，比如教师

要以身作则，做到“不在班级群中点

名批评孩子，公布孩子信息”“不对

家长用‘发号施令’的说话方式”“做

班级群中的引导者，对于一些不适

合发在班级群里的内容要婉言提

醒”等；家长则是要做到“尽量不讨

论与班级无关的内容”“询问自家孩

子的近况可以与教师私聊或者当面

交流”“孩子之间发生冲突避免直接

在群里交流”等。

在湖州市仁皇山中心幼儿园，

针对班级群聊中负能量的传递、教

师不能及时回复信息带来的弊端，

该园与家委会一起讨论制定了“四

不六要约定”。副园长邹丽君介绍，

“四不”是指不利于幼儿成长的负面

信息不发；班级群公告与通知不需

要一一回复，以免刷屏，影响其他家

长接收；家长个人问题私下解决，不

在群内争吵；夜间睡眠时间，群里不

打扰。“六要”则是指班级幼儿成长

问题要集思广益；正能量的链接要

多推送；工作期间，教师未能第一时

间回复信息，家长要谅解；班级好消

息、优质活动要多推广；遇到突发性

问题要多商量；家委会要带好头，做

好榜样。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为了让班

级家长群发挥最大功能，许多教师

都采用了“做约定、立群规”的做

法。“这样一来，不仅避免了班级家

长群成为网上吐槽的‘焦虑群’‘攀

比群’‘马屁群’等，而且也给教师

减轻了许多的负担。”作为一名一

线班主任，来自武义县柳城幼儿园

的潘晶晶与班里的家长明确了群

里的互动时间，这给家园双方腾出

了更多空间。她说：“在我们班的

群里，晚上8:30以后一般不会再

有群消息，以免打扰大家休息。另

外，我会组织每周六上午9点至10

点在群里一起讨论家长在家庭教

育中的困惑，就像一次微型的线上

家长会。”

“班级家长群的建立实实在在

地提升了家园工作的效率。无论何

时何地，教师都能接收到来自家长

的反馈，同时也能及时向家长传送

新的教育理念，还能借助图片、视

频、文字等各种功能让家长群成为

家园共育的主阵地。”宁波市尹江岸

幼儿园保教主任林芳建议，教师在

班级家长群中不妨多发挥一些正能

量的导向作用，如提倡家长交流亲

子活动内容，推荐科学育儿知识、教

育理念和方法，转发优质的教育资

源等。

负担还是资源——

家长群该怎么“管”？

创意园

□本报通讯员 刘 波

最近，宁波市镇海区蛟川街道

中心幼儿园举办“七巧节”，孩子们

用一套套七巧板拼出了无限种可

能，经网络发布并被转发后吸引了

许多网友的关注。

“别看七巧板在孩子们手中只

是拼拼搭搭画画，但这不仅需要动

手能力，还要发挥想象力、创造力。”

园长孙旭霞介绍，从2012年至今，

该园已经在宁波市的现代智力七巧

板团体赛中获得过4次第一名。在

今年7月全国第二十二届‘七巧科技’

活动总决赛中，该园有两位小朋友

还获得了个人赛一等奖。

一所街道中心幼儿园缘何在七

巧板比赛中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

当你走进这所幼儿园，就会洞悉其

中的奥妙。在这里，玩七巧板不是

几个“高手”的专利，而是每个幼儿

都会的一项技能。

与传统七巧板不同的是，该园

幼儿玩的是智力七巧板。智力七

巧板虽然也由7块不同形状的几

何图形组成，但它还有圆形和半圆

形，并且有一块板有一处是半圆的

缺口，这样才能做到拼成不同形状

的图形。在孩子们眼中，七巧板不

是学习工具，而是百变的玩具。三

角形可以变成山、变成屋顶、变成龙

身上的鳞片，平行四边形可以变成

树干、变成人和动物的四肢、变成河

流……于是，在幼儿园的走廊上、教

室里，处处可见由孩子们创作的天

马行空、色彩绚烂的七巧画。

2012 年，宁波市科协和宁波

市教育局联合举办了现代智力七

巧板团体赛。该园教师黄雪波在

七巧板构造方面有专长，便带着班

上的孩子们去参加了比赛。令人

意想不到的是，孩子们在这次比赛

中获得了全市第一名。这次意外

惊喜，让该园教师团队意识到了智

力七巧板的育人价值，认为这是培

养幼儿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的良

好载体。对此，该园针对不同年龄

段的幼儿开展了不同的七巧板教

学活动：小班阶段，教师引导幼儿

认识每块板的形状，并通过亲子活

动来体验七巧板的玩法；中班阶

段，幼儿在益智区、构建区等区域

中进行自主游戏，在玩的过程中激

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大班阶段，幼

儿通过教学互动、参加比赛等形式

来进行挑战式的学习。

除了由黄学波担任七巧板的指

导教师外，该园还吸收了美术特长

教师周燕组成团队。两位教师还各

自带了一位“徒弟”，逐渐形成了优

势互补的指导团队。另外，他们还

负责对全园教师进行七巧板教育教

学方面的园本培训，做到每班至少

有一位教师能胜任七巧板活动的日

常开展。

“平时，我一般以鼓励为主，不

会有太多强制性的要求，让幼儿在

自我创作中对图形有更深入的了

解。”陈梦霞是该园中班的教师，在

她的课堂上，七巧板拼搭没有标准

答案，幼儿可以发挥想象来呈现。

尽管有些图案可能并不像现实中的

真实物体，但她依旧会鼓励孩子们

大胆地表达。

为了让七巧板被更多孩子接

受，幼儿园还充分利用家委会的资

源，通过组织亲子互动，让家长们放

下手机，和孩子们一同回归生活。

据不少家长反映，孩子迷上七巧板

之后，就很少玩手机和平板电脑，连

电视也看得少了。

小小七巧板玩出大花样

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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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炬 樊召仑

近日，幼儿园虐童事件再次在网络上曝

光，其中大部分是保育不当引起的。这从一个

侧面说明，幼儿保育工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幼儿教育必须遵循教育与保育相结合的

原则。长期以来，保育的地位常常次于教育，

甚至存在“重教育轻保育”的现象，表现为忽

略幼儿身体、心理和社会方面的保健。究其

原因，主要是缺乏科学的保育观念。这种轻

视、短视引发的最直接的后果是缺乏对保育

员的科学管理。从保护幼儿身心权益的角度

出发，幼儿园必须做好保育员队伍建设和管

理工作。

首先，保育员不可缺席。据了解，我国大

多数幼儿园都配有保育员，但仍有一些幼儿

园由于资金缺乏无力聘请保育员，因而保育

员一职由代课教师兼任，抑或不设。当遇到

一些情况特殊的幼儿，如有轻微多动症或特

别调皮的孩子，保育的措施和手段往往就跟

不上，而是采用一些粗暴的教育方式；而没有

保育员的幼儿园问题则更严重，如活动时对

幼儿放任自流，安全问题更是频频发生，给幼

儿的健康造成威胁。

其次，加强对保育员培训的力度。保育

员并非可有可无的角色，在幼儿身心发展的

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并非只

是单纯“看护孩子”，还应具备专业化的育儿

素养。《幼儿园工作规程》规定，保育员应负责

本班房舍、设备、环境的清洁卫生和消毒工

作；在教师指导下，科学照料和管理幼儿生

活，并配合本班教师组织教育活动；在卫生保

健人员和本班教师指导下，严格执行幼儿园

安全、卫生保健制度；妥善保管幼儿衣物和本

班的设备、用具等。事实上，“保”与“教”是密切结合的，

“保”是“教”的基础。譬如，当幼儿的情绪发生急剧变化

时，保育工作不能只是停留在安慰上，而是要关注幼儿的

内在需求，协助他们解决面对的问题。再如，幼儿进食环

节，保育员不能止步于让孩子吃完、吃饱，还应当关注他们

是怎样吃的、吃得怎么样，有哪些好习惯和不良习惯。同

时，还要与本班教师进行密切的合作，既当好“配角”，提供

必要的物质准备，又要主动参与到教育目标和活动方案的

制订之中。这一切，都是保育员的核心专业素养。幼儿园

理应做好对保育员的培训工作。

再则，要加强保育员的师德师风建设。保育员也是教

师，是幼儿健康成长的引路人，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直接

影响保育的质量和教学效果。因此，在严把入口关的同

时，必须加强保育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文明其精神，健康其

心理，规范其行为，引导其爱岗敬业。

总而言之，幼儿园的保育员与教师一样，承担着教育

职责和功能，无论是对幼儿习惯的培养，还是他们良好心

理品质的塑造，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教”不“育”的

幼儿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

幼儿园课程散发“儿童味道”
杭州市西湖区发布区域研修新成果

本报讯（通讯员 冯昕园）日前，杭州市西湖区举行第十五

届“我是儿童研究者”研讨会，会上发布的一项关于探索区域研

修模式的新成果——《发现儿童：旨在儿童观重塑的区域研修新

样态》一书，引发了全省幼教同行的关注。

杭州市西湖区学前教育指导中心教研员、省特级教师沈颖

洁介绍，该区的“发现儿童”研修行动紧紧聚焦“儿童观”这一关

键词。具体而言，这种区域研修模式包含旨在儿童观“辨识”的

半日活动视导；旨在儿童观“更迭”的三条路径，即站点式研修、

联动式研讨和回溯式研习；旨在儿童观“联结”的四大策略，包括

“环境图说”“事件白描”“教学重构”“作品解析”等。6年来，随

着越来越多幼儿园以及教师不断加入，该区实现了区域性幼儿

园保教理念与质量的全面提升，各个幼儿园的课程也散发出浓

浓的“儿童味道”。

据悉，作为浙江省教育规划课题，《发现儿童：旨在儿童观重

塑的区域研修新样态》集结了该区多所幼儿园的实践智慧和行

动历程。“如今，‘发现儿童’已成为西湖幼教人的思维方式和行

动特质。教师们在与儿童的共同成长中收获了自信与快乐。同

时，他们更惊叹于当自己充分赋权后，儿童呈现出的那种自我成

长的力量。”该区学前教育指导中心主任傅蓉萍说。

□本报通讯员 刘玉苏

近日，随着警报声响起，“滚

滚浓烟”从江山市城东幼儿园教

学楼内不断冒出，并迅速向全园

蔓延。当孩子们在教师的组织下

迅速排队撤离时，发现前方的路

已被浓烟堵住，许多孩子顿时不

知所措。于是，教师赶紧教大家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猫着腰撤离

到安全地带。

这是该园安全演练中的一

幕。一直以来，该园秉承以“孩子

懂了、掌握了、会用了”为主要目

标，每次安全演练都做到有所创

新。“幼儿园的安全演练事先只有

安全员知情，其他人全部被‘蒙在

鼓里’。”园长廖小英说。据了解，

在孩子们用点心时，安全员会临时

拉响警报，孩子们常常手里拿着点

心就跑出来“逃生”了；有时候，正

在进行集体教学活动时，安全员也

会随机拉响警报。

“突发灾害不会提前通知，我们

做各种各样的突袭就是想考验下幼

儿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而逃生

过程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经常

会出现不同于以往的状况，这时候

也能检验出幼儿安全教育是否到

位。”廖小英说。

开学初，幼儿园因暑期大装修

还有些扫尾工作，当警报响起时，

教师们就习惯性地带领幼儿走往

常的疏散线路，没想到刚运送过来

的建筑材料堆满了操场，堵住了疏

散线路。这时，其中一名教师周娟

英停下来问：“孩子们，我们该怎么

办呢？”于是，孩子们仔细观察，并

帮助教师一起“出主意”。短短几

秒钟，孩子们便一起小心地穿过建

筑材料疏散到安全地带。

在这些不断出现的“小意外”

启发下，该园的安全演练不仅是突

击常态化，还乐衷于在演练时给孩

子们制造点“小麻烦”以增加演练

的真实性。例如，在交通安全课

上，孩子们玩得兴高采烈时，“骗

子”就拿着玩具登场了；在逃生演

练中教师故意摔一跤，以考验孩子

们的应急反应力；户外游戏时“歹

徒”闯进校园，没几分钟被抓走的

“歹徒”又折了回来。

给安全演练加点“小意外”

近日，长兴县泗安镇中心幼儿园开
展“娃娃萌爱送温暖”活动，该园幼儿走
进当地困难家庭以及社会福利院，为长
辈们送温暖。图为孩子们给该镇社会福
利院的老人们戴亲手编织的围巾。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陈 萍 摄）

娃娃送温暖

日前，义乌市国贸幼儿园来了一位“国画大师”，他为孩
子们带去了一堂国画体验课。活动中，孩子们练习如何执
笔、行笔以及抬腕、收腕。这位“国画大师”是该园家长，也是
该园传统文化进课堂家长帮帮团的成员之一。

（本报通讯员 方笑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