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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汇

□丁海东

幼儿教师是否具有专业性？幼

儿教师是否是专业人士？这一问题

之所以一直存在争议，是因为社会对

幼儿教师群体的认可程度较低。在

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以教师掌握学

科知识的多寡来判断教师的专业

性。然而，对教师来说，他们并非像

医生、律师等能够垄断学科化知识。

教师所掌握的知识，普通大众都能够

具备。因此，以掌握学科知识的多寡

来判断教师的专业性，未免显得有些

以偏概全。

那么，教师的专业性体现在哪里

呢？教师的专业性根植于其教育教

学职责的履行，知识本身不构成教育

教学的过程，它是教育教学的预备和

基础。而教育教学的职责履行在根

本上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之

间的人际互动，因此仅仅了解学科内

容是不够的，还要掌握如何将知识传

递给学生。相比“教什么”，“如何教”

“怎么教”更能体现教师的专业性。

然而，在相关的法规政策中，如

《教师资格条例》（1995年）明确规定，

取得教师资格的公民，可以在本级

及其以下等级的各类学校和其他教

育机构担任教师。这就意味着任何

有教师资格证的人都可以在幼儿园

做教师。事实上，孩子年龄越小，对

他们开展教学越难。幼儿教师面对

的是一群心智懵懂的学龄前儿童，

正因为年龄小，他们所指向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和潜力是无限的，这就更加显示出学前教育的

深刻性与复杂性。因此，一切教育教学的职责

与业务上的特殊要求，无不源于幼儿身心发展

的特殊性，幼儿教师的专业性恰恰体现于此。

可见，幼儿教师这一职业是具有专业性的，

只不过现实中大多数幼儿教师还行进在专业化

的道路上。幼儿教师专业性的特点可以总结为

两个词——“爱”与“育”。因为没有哪个年龄阶

段要求对孩子的爱像学前教育阶段这般迫切与

强烈，也没有哪个教育阶段的教学像学前教育阶

段如此强调和重视“育”。

不过，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爱”和“育”绝

非意味着对学前教育阶段儿童学习负担的增加

与强化。学前教育的深刻性、复杂性与独特性以

及价值属性决定着幼儿教师只能秉守对童年的

充分敬畏和对这种教育专业的审慎。敬畏意味

着我们对儿童的尊重与顺应，包容与理解，善待

与呵护，以及对童年成长过程及期望的理性思

考。我们要敬畏童年、保护童年，而不是改变童

年，因为教育只能作为一种支持儿童发展的手

段，不过分干预童年是学前教育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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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蒋文飞

长时间的阴霾过后，这两天杭州

的天气逐渐放晴，杭州市滨江区湖畔

幼儿园的自然运动项目再次启动：小

班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白马湖公

园毅行，在大自然中玩起了“跳荷花”

“踩石过河”等亲子游戏；中班孩子走

进地形较为复杂的冠山公园，以“PK

赛”的形式挑战定向运动；大班孩子则

是在地势较高的冠山茶园来了一场山

地锻炼，开展“穿越电网”“翻越路障”

“爬上山崖”等野趣游戏……每到秋冬

季节，受雨雪、雾霾等不良天气影响，

幼儿运动量以及积极性大大减小。针

对这一现状，该园充分利用周边自然

资源，根据幼儿年龄特点、运动能力水

平和体质发展需要，设计了多元化、开

放式的自然运动项目。

园长来维介绍，自然运动项目是

湖畔幼儿园“山地”课程的重要内容之

一。近年来，该园教师团队越来越意

识到，孩子们的童年缺少了“自然味

道”，失去了在野外恣意奔跑、山间自

由嬉戏、水中尽情玩耍的机会。于是，

该园立足陈鹤琴提出的“大自然大社

会都是活教材”理念，建设并实施“山

地”课程。

得益于周边丰富的自然资源，该

园组建了“两山两湖三园”课程资源

网，开辟了“种植基地”“野趣基地”，

为课程实施提供保障，让孩子们一年

四季都能体验到大自然的魅力。春

天，他们与春风绿柳为伴，舞雩歌咏

“游自然”；夏天，他们与浅水碧荷为

伴，溪头山麓“戏自然”；秋天，他们与

黄杏飞絮为伴，郊行远足“享自然”；冬

天，他们与白雪红梅为伴，静观野趣

“乐自然”。

在观察孩子们与大自然相处的过

程中，教师团队逐渐架构起“野趣”“小

菜园”“闹茶山”“小河长”“柿之乐”等

项目活动群。其中，“野趣”项目着重

让孩子体验“野味儿”。孩子们成立

“勇敢者联盟”和“寻宝小分队”开展野

外探险，他们观察和记录蚂蚁、蜗牛的

生活习性，建立自然观测站记录气候

变幻。由于茶叶在一年四季中有着不

同的形态和作用，教师们便引导孩子

们围绕茶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春

天采茶、炒茶、闹茶山，夏天识茶、卖

茶、品茶，秋天摘桂花、制花茶，冬天寻

茶树、嬉茶园。沿循时节变化，“闹茶

山”项目就这样逐步推进，成为课程的

一部分。

在来维看来，大自然中的事物不

应该远离儿童的生活。对此，该园邀

请有种植经验的爷爷奶奶作为“小菜

园”项目的“种植顾问”，手把手教孩子

们如何松土、播种和施肥。“我们不仅

仅是要培养孩子的种植技能，更希望

孩子在劳动中重拾对土地、对生命的

敬畏，从而尊重劳动者及其劳动成

果。”她举例说，“种植活动中，孩子们

自发制定《小菜园工作计划》，每天在

《菜园日记》上记录蔬菜的生长过程。

到了收获之际，他们把菜送往食堂，与

全园小朋友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除

了菜园，幼儿园里几棵上了年纪的柿

子树也成为孩子们研究的对象。去年

秋天，他们为了让青柿子变成熟透的

红柿子，可谓是绞尽脑汁，苹果、香蕉、

石灰、酒精等都成了他们用来捂熟柿

子的工具。

为了让孩子们学会感恩大自然、

保护大自然，该园还创设了“小河长”

项目。在“水趣节”中，孩子们享受水

带来的欢乐；在“亲清水”主题活动中，

他们了解“污水的产生”“污水的危害”

“如何减少污水”。同时，该园成立“畔

畔小河长”分队，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

起定期巡河，完成《巡河日记》。不仅

如此，他们还带着童话剧《新小蝌蚪找

妈妈》走进社区、街道，呼吁更多的人

保护水源。“孩子们在接触自然、体验

自然中感受生命，在游戏山水间与大

自然和谐相处，这就是‘山地’课程开

设的初衷。”来维说。

□本报记者 朱 丹

学期即将结束，许多幼儿园教师

正在忙着进行各类文案工作，如撰写

期末评语、整理幼儿期末档案袋、制作

幼儿成长记录册等。在学前教育阶

段，评价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随时

随地都在发生，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发

展性评价，再加上没有成绩和分数等

硬性指标，每到学期末，如何更好地全

面评价一个幼儿，并且让评价更好地

促进儿童发展，这是困扰幼师的一个

难题。针对这一现象，记者采访了我

省一些幼儿园及一线教师，试图从他

们的实践中寻找有益经验。

“评什么”“怎么评”有门道
这些天，长兴县夹浦镇中心幼儿

园的教师们在写期末评语的同时，展

开了一场探讨——“什么样的期末评

语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期末评语是

对幼儿在园一学期的综合素质评价，

也是架起幼儿、家长和教师之间沟通

的桥梁。它不仅能让家长全面地了解

幼儿的在园情况，而且能帮助教师有

针对性地制订下一阶段的教育目标，

为幼儿发展指明方向。”该园教师蒋秋

蓉认为，每次评语都应该考量上一次

的评语及幼儿这一阶段的发展，这样才

能捕捉幼儿的个性特点，明晰个体差异。

该园的李金则提出了一个目前普

遍存在的现象：很多教师考虑到家长

的感受，在评语中一味地夸奖孩子，满

满都是“正能量”。“期末评语不应该只

有正面评价，也应该有适当的‘负面评

价’。”她建议，不妨先写孩子的优点，充

分表达肯定后再写不足之处。根据多

年经验，她还总结出了“八二定律”，即

八分表扬和肯定，二分“批评”和希望。

“亲爱的王婧豪小朋友，这个学期

你变得更能干了，你会为植物浇水，会

整理玩具，会讲故事……”浦江县檀溪

镇中心幼儿园教师张赛男向记者展示

了一份期末评语。与众不同的是，这

份评语是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来呈现

的，其中的浇水、整理、讲故事等都是

生动的图画，孩子一下子就能看懂教

师对自己这一学期的评价。

“过去，我们给孩子们写期末评语

都只用文字，但他们认识的字并不多，

最后还是得靠爸爸妈妈转述。”张赛男

介绍，这学期，该园向家长们征集了意

见，不少家长提议，期末评语不仅是为

了让家长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的表现和

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也能读

懂评语，明白教师对自己的肯定和期

望。正因此，才有了这样温馨而又走

心的期末评语。据了解，为了更好地

“画”出孩子能理解的语言，该园还专

门召集教师开展了教研活动。

除了评语，还有这些“花式”评价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我省幼儿园

的幼儿期末评价有“N种方式”，如反映

幼儿这一阶段在多个领域的发展水平

以及进步程度的幼儿成长记录册、跟

踪与记录孩子身心发展的幼儿健康档

案册、作为课程适宜性考量的学期幼

儿发展测试评估等。

在长兴县张家村花园幼儿园，《幼

儿成长足迹》是对幼儿进行期末评价

的主要形式。在平时，该园会进行一

周行为评价和每月发展评估；到了期

末，教师基于这些日常积累的观察与

记录整理出一份较为精准的期末评

价。“《幼儿成长足迹》里有教师对幼儿

的评价，也有幼儿的自我评价和同伴

之间的评价。”教师吴锡珍告诉记者，

“通过不同的评价主体，我们可以全方

位地呈现幼儿的发展状态，向家长完

整反馈幼儿一学期的发展情况，并提

出家园共育的建议。”

“我是文明宝贝，我会像雷锋一样

做好事呢。”“我是巧手宝贝，我能用一

张纸变出好多东西。”“我是全能宝贝，

我表现好的地方太多了。”……同样

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一幼儿园近

年来也越来越注重让孩子成为期末评

价的“主角”。每逢学期末，各个班级

就会开展生生间的自我评价，孩子们

认真地思考着自己这学期的表现，一

边说，一边画下最适合自己的称号。

而这个称号还需要同伴来认证，就是

通过举手表决来统计支持的票数。园

长程波告诉记者：“自从把期末发展评

价的主动权交到孩子手上后，孩子们

不仅看到了自己的闪光点，也了解到

了需要进步的地方。”

杭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把本

园的期末评价称之为“总结性评价”。

相较而言，该园的期末评价更侧重于

幼儿是否在课程的实施中有所获得、

有所发展。教师团队在进行总结性评

价时，往往使用多种方式获取幼儿的

发展信息，包括相对集中的测评、自然

观察、情境观察、个别谈话等方法，使

得评价更具真实性和有效性。在总结

性评价之后，该园还会专门针对评价

结果进行分析，把它作为促进幼儿发

展、建设园本课程的重要依据。“值得

注意的是，在对幼儿发展进行评价的

过程中，评价者要为幼儿创设宽松、愉

悦的心理氛围。”园长冯伟群说。

这所幼儿园
制作了100节家园共育微课

本报讯（通讯员 吴旭勇 张 卉）近日，面对家长们的种种育儿

难题，丽水市莲都区培红幼儿园讨论并制作了100节微课，科学指导

家长开展家庭教育，促进家园共育。

该园的微课以“理念提升”“教育教学”“生活活动”为大主题进行

分类制作，同时每天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推送。如在“生活活动”主题

下，教师分别创设了“我会七步洗手”“我会穿衣”“我会穿鞋”“我会垫

被”等一系列微课。据了解，在微课学习过程中，家长和教师还会通过

交流与沟通及时了解幼儿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一步引导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张赛男）“一根手指

变变变，变成毛毛虫爬呀爬……”日前，在

浦江县檀溪镇中心幼儿园，党员教师们正

和10多个两岁左右的孩子开展互动游戏。

近段时间，该园的党员教师自发组团开启

山区早教“乐模式”，为当地0~3岁儿童及

其家长开设免费早教课程。

“0~3岁这一阶段的认知、语言、运动、

社会情感状况等或多或少会影响儿童未来

的发展，然而在偏远山区，大多数家长都不

知道如何科学育儿，周围也没有专业的辅

导中心。”该园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这一

现象，党员教师组成了“早教宣讲团”，采用

“走出去、请进来”的双向模式，利用下班

后、双休的时间开展集体活动、亲子课程和

入户指导，引领当地家长科学养育婴幼

儿。据统计，该园至今已开展集体活动12

次，专业亲子讲座5次，入户指导50余户。

常山成立幼儿园课程改革联盟

本报讯（通讯员 徐德飞 张 洁）“幸福种子”课程、

“书香满园”课程、“快乐柚娃”课程……日前，常山县成立

幼儿园课程改革联盟，首批课改试点幼儿园展示了各自

的园本课程方案。

活动中，作为课改联盟的3家“盟主”单位——常山

县教工幼儿园、育才幼儿园以及江滨幼儿园分享了园本

课程建设与实施的经验，发挥了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而其他15所联盟幼儿园也介绍了各自的园本课程开发

及探索过程，该县课改专家组成员及与会园长对各个幼

儿园课程实施方案一一进行现场审议。“成立联盟旨在

以团队集体智慧和时间经验，探索一套完整、系统、适合

全县各幼儿园的园本课程。”该县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

俞建军说。

期末啦！怎么科学评价幼儿？
看看我省教师的这波“走心”操作

日前，在建德市李家中心幼儿园扎染手工坊里，
孩子们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纱、线、绳等工具，对织
物进行扎、缝、缚、缀、夹等多种形式组合后再染色，并
制作成一件件色调分明、纹路清晰的扎染手工作品。

（本报通讯员 宁文武 摄）

“山地”课程：为童年增添“自然味道”

浦江党员教师开启山区免费早教“乐模式”

小足球 大魅力

近日，一场以“玩转足球”为主题的亲子运
动会在宁海县跃龙中心幼儿园拉开序幕。运
动会上，孩子们通过足球韵律操、接力运球、绕
桩射门、颠球、抢控球等形式，展现足球运动的
魅力。

（本报通讯员 王小飞 摄）

深一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