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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孩子的故事

□王红丽

人人都说，幼儿园教师要有一颗

爱心。我觉得，这份爱不应埋在心

里，而应让孩子看得见、摸得着、感受

得到。从教20年，我一直努力让孩子

触摸到我的爱，让爱孩子成为我“心

灵的习惯”。当我们把常挂在嘴上的

“爱孩子”变成自己的心灵需求，当我

们的每一个充满爱的动作或话语变

得习以为常时，那便意味着“理解孩

子、尊重孩子、宽容孩子、接纳孩子”

不是一句空话，亦不是一件难事。

一直以来，我十分关注幼儿园里

那些内向的、默默无闻的孩子。记得

刚参加工作时，班里有个男孩从不开

口说话。他每天来园很迟，常常垂着

脑袋躲在家长身后，眼里噙着泪花。

为了让他“开口”，我每天都用温暖的

微笑和热情的拥抱迎接他，以十二万

分的耐心鼓励他，然而一个学期下来

收效甚微。假期里，我骑着自行车，

赶了近2个小时的路来到男孩家。原

来，男孩的爸爸患有抑郁症，病情时

好时坏，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家

访结束后，我开始琢磨让男孩变快

乐、变自信的方法。我在班级门口设

置了一个用废旧硬纸板做的“家长信

箱”，鼓励家长关注孩子在家的表现，

哪怕只是小小的进步，也要写一封表

扬信塞进信箱。每到周五，我会打开

信箱给孩子们念信。同时，我真诚地

与男孩爸爸沟通，引导父母一起关注

孩子的情绪问题，并教会他们如何营

造有安全感的家庭环境。就这样，男

孩的父母开始观察并记录孩子的点

滴进步，坚持写了整整两年的表扬

信。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

的爱和耐心终于换来一个阳光男孩，

而他的爸爸也渐渐地跟着孩子一起

开朗了起来。那届孩子毕业时，我把

3年来珍藏的宝贝——全班家长写来

的几百封表扬信全部布置在教室外

的展板上，那一幕感动了班里所有的

家长和身边的同事。

在我的教育生涯里，这样的故事

还真不少。曾经班里有一个女孩因

父母离异，平时由爷爷奶奶抚养。家

庭贫困的她总是穿着脏脏的衣服，顶

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看着让人感到

心疼。尽管当时的工资很微薄，但我

还是坚持帮她垫付学费、买新衣，让

女孩及她的家人感受到我的真心实

意。有一次，班里转来个特别调皮的

孩子，头一回见面就一口唾沫吐进了

我的嘴巴里。那一瞬间，我的脑袋彻

底蒙了，一下子感到不知所措。后

来，我调整状态，怀着一颗包容的心

慢慢地“收服”了这只“小皮猴”。事

实上，每个班上都会有一两个看上去

与众不同的“问题儿童”。面对他们，

教师应该用心来接纳孩子而不是用

嘴来应付孩子：多给他们一些时间、

一些关注、一些鼓励，还有一些尊重。

当然，让孩子触摸到教师的爱，还

得有教育智慧。如今的幼儿园教师已

经不只“能弹唱跳画写，管吃喝拉撒

睡”，而是专业的儿童研究者。这就

要求我们努力提升业务水平，从专业

角度来解读孩子行为背后的心理。

这些年，即使不再担任班主任，也依

然有不少家长来向我咨询：“我家孩

子一定要吮吸着手指甲睡觉怎么

办？”“孩子不肯跟人打招呼怎么办？”

“孩子有攻击性行为，很难合群怎么

办？”……对此，我常常凭借自己的教

育智慧来帮助家长解

决育儿难题。前几

年，我所在的幼儿园

有一个名叫“小桥”的

孩子，他的妈妈时常

会陷入育儿焦虑之中。孩子在园3年

期间，我不仅常常为她答疑解惑，而且

和她一起探讨家庭教育的种种策

略。小桥大班毕业前夕，她给幼儿园

写来了满满7页纸的感谢信，感谢我

和幼儿园用心、用情让小桥以及她本

人获得了成长。“这所幼儿园会容纳

所有的爱……我甚至在想，以后小桥

的人生路上若是遇上了什么坎，希望

他能回来，希望这里能成为他精神上

的母体，让他有可栖可寻之处，希望这

里成为他永远的精神起点。”看到这些

文字，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爱孩子？

“如果你认识这行字，请感谢你的

老师。”写在美国纽约一辆车上的这句

话，曾经感动了不同国度不同职业的

人们。当我们陶醉在为人师的幸福之

中时，千万记得提醒自己：每天多给孩

子们一个笑脸，每天多给孩子们一份

关切，每天多给孩子们一句鼓励的话，

每天多和孩子们做一些有趣的事，每

天让孩子摸得到你的爱……

爱，要让孩子看得见、摸得着

□本报记者 朱 丹

9月2日，是桐乡市振东幼儿教育

集团开学的日子。小班的孩子们在父

母的陪伴下来到教室里，他们一起挑

选绘本，以亲子陪读活动开启为期3

年的幼儿园生活。同时进行的是，以

中班和大班孩子为主角的接力仪式。

“中班孩子从大班的哥哥姐姐手中接

过中班班旗，让孩子们对新学期有了

更多期待。”这份创意来自集团副总园

长王红丽，她主导策划的开学活动也

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

在桐乡，王红丽是一位有着特殊

经历的幼教人。从教20年，她辗转6

所幼儿园，经历过幼儿园一线教师、中

层干部、业务园长等不同岗位。“我就

像是学前教育界的一块砖，哪里需要

往哪里搬。”她笑着对记者说。今年暑

假，她刚从桐乡市茅盾实验幼儿园调

往振东幼儿教育集团，就马上投入到

了园区的改造维护工作中。

尽管岗位变了又变，但不变的是

王红丽对学前教育事业的执着坚守。

不久前，她被评为浙江省师德标兵。

在同行们看来，这项荣誉是对她教育

生涯前半程最好的印证。

“让孩子成为他自己”
算起来，王红丽做一线教师的时

间只有5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

幼儿园度过的。然而，在这短短的几

年里，她不断地通过教育实践积淀专

业自信。工作第2年，她撰写了第一

篇教育论文《素质教育，等待幼儿教师

令时代满意的答卷》，当时获得了浙江

省教育学会科研成果二等奖，评委评

价她是个对教育有想法的人。“其实，

我对教育的想法很朴素，那就是‘让孩

子成为他自己’。”她告诉记者，这是自

己作为幼儿园教师的毕生追求。

之后，王红丽被委以重任到当地

的民办园——桐乡市国艺幼儿园担任

副园长。面对沉甸甸的担子，年轻的

她不但没有却步，反而越做越有干

劲。在民办园的7年里，她在园长蒋

月清的带领下，坚持做对儿童发展有

意义的事。其间，她提出“让‘民师民

园’走向‘名师名园’”的教师专业发展

目标，一边实践一边梳理出符合民办

园园情的培训策略；开创性地实施“绿

叶工程”，让保育员也能和教师一样评

职称；和同事们原创了大量草根游戏

活动，并汇编成具有参考价值的工具

书……“做教育绝对不能功利，千万不

能做一些表面花哨而对孩子发展毫无

意义的事情。”于她而言，这段经历影

响至今，无论在幼儿园负责哪项工作，

她都会追问自己：“这对孩子的发展有

意义吗？”

2010年，王红丽回到公办园，在桐

乡市实验幼儿园做一线教师。两年后，

一纸调令让她再次身肩重担。这一次，

她来到地处城郊的桐乡市茅盾实验幼

儿园担任副园长。“开园的经历可以用

‘刻骨铭心’来形容。”她回忆，新幼儿园

起步并不容易，那些年自己几乎没有享

受过寒暑假和双休日，工作日晚上加班

加点更是家常便饭。“疲惫的时候就告

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咬咬牙就过去

了。”她说，最愧疚的是面对儿子的请

求，“儿子当时还在上幼儿园，他总是问

我‘妈妈，你什么时候陪我玩呀’。”

很快，茅盾实验幼儿园走上了发

展轨道。在园长吴爱芳的支持下，王

红丽开始和教师们一步一个脚印探索

“生态育德”课程，打造属于自己的园

所文化。慢慢地，幼儿园有了独具特

色的文化广场，有了开展种植活动的

“生态园”，有了开展全园混龄游戏的

“茅毛家”生态游戏场……“每一个走

进这所幼儿园的人都能真切感受到，

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故事，都留下

了孩子学习和成长的足迹。”采访中，

记者跟随王红丽来到了曾经工作过的

地方，听她如数家珍般地介绍。去年，

建园仅6年的茅盾实验幼儿园顺利通

过了浙江省一级幼儿园的验收，“生态

育德”课程也被评为浙江省第二届幼

儿园精品课程，实现了从零起点幼儿

园到优质幼儿园的蜕变。

“我就是我们”
与茅盾实验幼儿园一起成长的，

还有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5.7岁的非编

教师队伍。在该园任职期间，王红丽

以“让课程追随孩子，让研修跟进课

程”为理念，开展了“课程跟进式”生态

教研。同时，她创设“生态工作坊”，推

行“课程先导小组”，不遗余力地促进

教师梯队成长。如今，这支年轻的团

队中已经有6名高级教师、2名嘉兴市

学科带头人、1名嘉兴市教坛新秀。

去年，王红丽又策划了一件在桐

乡学前教育界极具影响力的事。茅盾

实验幼儿园牵手当地9所幼儿园，成

立了“课程力提升幼教共同体”，开创

了嘉兴市幼教联盟的先河。“我就是我

们！”在她看来，一群人抱团才能走得

更远。

据了解，该联盟打破“园际围墙”

“师际围墙”“课程围墙”，一方面构建

了职初教师“课程理解共同体”、职中

教师“课程执行共同体”、职后教师“课

程研发共同体”及“课程评价共同体”，

分层推进幼儿园教师课程力发展研

修；另一方面，针对园长课程领导力的

提升也开设了相应的研修内容。

“这是一个有坡度的成长过程。”

王红丽解释说，一是园际之间课程建

设发展有坡度，先树立样板、课程典

范，再逐步一个园一个园推进，最后让

每一所幼儿园都能实现课程园本化或

构建自己的园本课程；二是研讨内容

有梯度，切实解决各园所在课程建设

与实施过程中的难题与困惑；三是园

长、教师的课程力提升有梯度，联盟搭

建各种展示平台，让一部分园长、教师

先崭露头角；四是把好的经验和做法

推广到联盟园，共享优质资源。

身为桐乡市校本研训质量管理

员、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指导教师，

王红丽希望这个联盟能够继续发展壮

大。新学期，她把振东幼儿教育集团

也“拉”进了联盟，期待区域内更多教

师实现抱团成长。

坚守，是最美的风景
——记省师德标兵、桐乡市振东幼儿教育集团王红丽

园区来了晨检机器人

本报讯（通讯员 谢尚国 陈国芳）新学期，德清

县浙江工业大学附属秋山幼儿园里出现了一批智能

晨检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通过“一摸、二看、三问、四

查、五登记”的方式，3秒钟即可完成对幼儿体温、口

腔、手部、眼部的病症晨检辅助筛查。

据了解，以前晨检时，该园的保健人员一般是通

过肉眼来观察幼儿的身体状况，有时会借助体温计等

工具来做进一步的检查。因此，每到幼儿入园高峰时

段就会排起长队，导致幼儿对晨检产生畏难情绪或是

不配合行为。自从晨检机器人来到幼儿园后，不仅大

大缩短了幼儿晨检排队的时间，机器人新奇的外观也

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该园保健人员介绍，晨检机器

人不仅短短3秒就能完成所有基本检查项目，检查结

果还十分精准，如晨检机器人在检查幼儿口部时能够

迅速发现其口中是否有口腔疱疹等情况，检查手部时

会观察到幼儿手部是否有可疑的红点并分析红点的

成因。

□本报通讯员 刘 波

建立“月饼博物馆”，探索“月饼花纹

秀”，观摩“月饼手艺坊”，举行“月饼故事

汇”，开设“月饼表演场”……中秋节临近，

宁波市镇海区实验幼儿园的教师们正忙

着和孩子们一起策划今年的中秋文化探

寻之旅。

“每年的中秋文化探寻之旅是幼儿园

‘老街坊’活动的重头戏。”园长宓丹颖介

绍，近年来，该园依托幼儿园附近的骆驼老

街资源，梳理宁波“老街坊”衍生的相关文

化知识，包括老街的美食、美景、典故、工艺

和游戏等，创设了“老街坊”主题文化活

动。“孩子们在真实的场景中‘访老街坊’

‘仿老味道’‘品老传统’‘玩老底子’，别有

一番乐趣。”

据了解，该园的“老街坊”主题文化活

动将集体活动、区域活动、亲子活动有机

地结合起来，凸显了“家乡味”。比如，“老

街坊美食”系列探究活动盘活了各类资

源：集体活动内容丰富，包括“家乡的招牌

菜”“好吃的点心”“美食拼拼乐”“宁波十

大名点”等；区域活动形式多样，语言区的

活动为“传说的故事”，美工区的活动为

“好吃的点心”，益智区的活动为“对对

碰”，生活区的活动为“家乡美食店”等；亲

子活动则组织家长来帮忙制作印糕之类

的家乡美食。

幼儿园专门为开展“老街坊”相关的

探究活动创设了一个功能教室——“品味

馆”。当孩子们探究传统美食时，这里就

变成了“老街坊”小吃一条街；当孩子们化身小工匠

时，这里就变成了传统工艺的小街；当孩子们玩老底

子游戏时，这里就变成了乐园。

“品味馆”一共有7家店铺。通过每月的招聘启

事，孩子们可以轮流体验各种角色。例如，在“老街

坊”味道、“老街坊”工艺及“老街坊”美食活动中，每家

店铺中有老板、收银员、厨师、服务员、顾客等角色。

这期间，每家店铺如何进行买卖，每个角色做什么事

情，每样事情该怎么做，全都由孩子在教师的引导下

自主探究。每家店几乎都有收银员，起初孩子们对收

银员工作的设定就是单纯收银。慢慢地，他们发现收

银员一开始很闲，但活动快结束时变得非常忙碌。于

是，教师带着他们到真实的店铺中去观摩。原来，不

少店铺的收银工作都由老板来做，而有些店铺的收银

员不仅要收银还要负责拉生意。探店结束后，孩子们

制定了这样的规则：活动开始前，老板要检查各项准

备工作；活动过程中，老板要负责收银；活动结束后，

老板根据员工表现为店员发工资。除了在“品味馆”

开展全园性的探究活动外，每个班级平时还有各自的

探究内容。渐渐地，很多孩子对其他班级的探究内容

也产生了兴趣，该园为此开展了混班探究活动。

幼儿园的“老街坊”活动也得到了家长的支持。

在“探访老街坊”的亲子活动中，家长带着孩子走访幼

儿园边上的骆驼老街，以及当地的九龙湖风景区、郑

氏十七房景区、招宝山风景区、镇海鼓楼等具有传统

味儿的景区。走访期间，孩子们搜集了不少有关老街

坊文化的故事，并通过朗诵、表演、绘画等形式，来展

示自己的探究成果。

我是中国娃

聆听国旗的故事、学唱国歌、举办“我爱
祖国”绘画展……新学期伊始，缙云县实验幼
儿园开展了“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系列活
动。图为该园幼儿参加升旗仪式。

（本报通讯员 马春霞 杜益杰 摄）

幼
儿
园
里
的
﹃
老
街
坊
﹄

近日，东阳市实验幼儿园举行暑期日记分享
会，孩子们人手一个“日记本”，与同伴分享自己的
假期生活。据了解，该园在暑假前给孩子和家长
布置了一项“作业”，要求用图画、照片、文字等形
式记录假期里的生活。

（本报通讯员 胡扬辉 张珊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