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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教育研修院 鲍莲珠

民办幼儿园存在着游戏条件

受限、玩具设备缺乏、教师游戏组

织能力薄弱等问题，游戏开展情况

不容乐观。如何引导民办幼儿园

积极开展游戏？经多次调研论证，

从2016年开始，我们立足实际，在

民办幼儿园进行民间游戏的实施

与区域推广。

一、立足实际，调研探讨民间
游戏开展可行性

民间游戏贴近生活，易学易

玩，玩具材料简便，玩法多样，且不

受时间、空间、人数的限制，也不苛

求场地的大小，更符合幼儿学习与

发展的特点。同时，民间游戏的开

展与推广，不仅是对民间体育、民

间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更能提升民

族文化自信。

民办幼儿园大多地处农村。

农村是民间游戏的重要发源地，

同时也是民间游戏保存较好的区

域。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和家长大

部分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

小玩民间游戏长大，能随口说出

玩出几种甚至十几种民间游戏。

调研义乌国际小商品城的玩具市

场可以发现，民间游戏材料丰富

多样，仅棋类就有跳跳棋、飞行

棋、斗兽棋、五子棋、动物棋、数字

棋、米子棋、数独棋、蛇棋、交通棋

等十几种。孩子爱玩民间游戏，

在开心快乐的游戏中，能学会遵

守规则，体、智、德、美也能得到全

面发展。

二、试点先行，研究民间游戏
的玩法与运用

2016年，我们确定了“试点先

行，研讨推进”的思路。首先确定

一批对民间游戏有研究的公办园，

成立民间游戏研究小组，开展民间

游戏资源的收集整理，并在收集—

研讨—整理—实施—推广的过程

中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

1.民间游戏玩法的改编和创新

民间游戏研究小组成员设计

征集表，向家长、社会人员征集到

上千个民间游戏，因有的儿歌不符

合时代要求，有的游戏玩法过于单

调，有的游戏规则不适合幼儿等，

整理筛选后留下了100多个。通

过实施、观摩、研讨，我们拓展多样

的民间游戏材料，创新和梯度设计

民间游戏的多样玩法。如挑小棒

游戏，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来确定

小棒的粗细和根数，结合数学中的

比大小、排序、分类、记录等方法，

创新了“一心一意”“坚持不懈”“百

里挑一”“目不转睛”“勇往直前”等

玩法，培养了幼儿的耐心以及手眼

的协调能力。

2. 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一日

活动

公办试点园在收集—整理—

实施—研讨过程中，研究如何将民

间游戏融于幼儿一日活动。由于

民间游戏开展不受时间、场地限

制，玩具携带方便，因此石头剪刀

布、藏手指、挤墙角、炒黄豆等民间

游戏可以在课间、饭前饭后、离园

前等过渡环节自由开展，使幼儿园

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过渡自然，管

而不死，动而不乱，减少和消除了

一些安全隐患。

很多幼儿园还创设了独具特

色的民间游戏区，如大陈镇是衬衫

之乡，开设布料与棉线编织、折手

帕与翻花线等游戏区；佛堂老街是

义乌婚嫁用品专业街，在幼儿园走

廊上设置婚假馆，组织幼儿玩娶新

娘等民间游戏。

三、研训合一，分区域全面推
进民间游戏开展

我们运用学前教育发展共同

体，采用研训合一的模式，在14个

镇（街道）300多家民办幼儿园全

面推进两大类十小类经典且富有

变化的民间游戏。

1.运用学前教育发展共同体，

携手联动开展

充分发挥公办试点园示范辐

射作用，依托14个镇（街道）学前

教育发展，以中心园、公办园为基

地，分层次地进行现场观摩、互动

研讨、教师报告等活动，聚焦问题，

多元互动，使研训活动真实有效。

学前教育发展共同体内共研共享

同发展，研训形式多样，实现区域

内幼儿园优势互补，助推民间游戏

在民办园的开展。

2.研训一体，分区域展示研讨

推进

分区域的研训活动中，有民间

游戏创新玩法展示、教师互动研

讨、专家报告等形式。研训活动辐

射到14个镇（街道）4000多名参训

教师，一场场观摩研讨、一次次互

动体验、一轮轮经验介绍、一个个

玩游戏的小窍门，让培训的教师充

分领略民间游戏的创意、有趣、简

单、丰富、多样等特性。

四、展评一体，民间游戏展示
同促发展

为了全面推进民间游戏在幼儿

园保质保量的开展，展示各镇（街

道）挖掘地方资源开展民间游戏的

研究成果，在每年的11月底或12

月初，开展为期一周的“义乌市民办

园民间游戏展示与评比活动”。

1.聚焦幼儿发展

每个镇（街道）抽签确定一所

幼儿园，由评委到幼儿园随机抽

签确定中、大班各一个。评委到

班级蹲点查看幼儿折手帕、翻花

绳、挑小棒、玩纸牌、玩棋等民间

游戏的基本玩法、材料、组织情况

等。幼儿民间游戏基本玩法评比

与展示有三大特点：评比班级的

选择突出全园参加，评比内容注

重全员有序参与，评比形式采用

蹲班现场评比。

2.聚焦教师成长

教师民间游戏创新玩法与指

导能力展评活动，以民间游戏展示

与说课结合方式展开。比赛前一

天，从教师培训管理平台上的

4000多名民办幼儿教师中，按比

例抽取选手参赛。比赛当天，选手

针对抽到的赛题准备20分钟，从

游戏材料的传统玩法、创新玩法及

教师指导幼儿游戏的策略等方面

进行演示与解说。教师民间游戏

创新玩法与指导能力展评活动，聚

焦教师游戏创新能力的提升，重点

落在对幼儿游戏的指导上。

3.聚焦团体智慧

教师团体民间游戏创新玩法

展评活动要求教师挖掘各地独具

特色的游戏资源，创设情境，进行

玩法的创新、材料的多样开发、不

同民间游戏的组合、音乐童谣的搭

配等。教师团体民间游戏创新玩

法展评，提升了各镇（街道）民办幼

儿园的凝聚力，促进了教师深入研

究民间游戏团体玩法。

通过几年的推进，民间游戏在

不同层次的民办幼儿园蓬勃开展

起来，幼儿们爱玩民间游戏，家长

参与民间游戏，幼儿教师指导民间

游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

承。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民

间游戏，让更多的孩子玩起民间游

戏，让民间游戏更具时代特色，绽

放活力和魅力。

□浦江县大畈乡中心幼儿园
虞丽婷

近年来，绘本阅读日益得到重视，已

成为幼儿早期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作为一名山区幼儿园的一线教师，笔者

在对本班家长阅读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后

发现，家长的阅读量少之又少，大部分家

长不清楚何为绘本阅读，有少数家长虽然

有着这方面的意识，但是由于对阅读核心

经验与幼儿发展之间关系认识不到位，将

绘本阅读等同于“看图说话”，或者只看图

不看文。

因此，幼儿阅读能力的培养需要在教

师的正确指导下，实现家园之间的良好沟

通和合作，方可取得成效。

一、转变思想意识，建立家园共育合
作关系

1.每周五开展座谈会

开学时，笔者曾让家长带一些绘本供

幼儿阅读。可是，部分家长却带来了一些

美术书。经过了解发现，部分家长不清楚

绘本的概念，不知何为绘本。针对这些情

况，幼儿园决定安排每周五开展座谈会，

邀请本园业务组长主持，鼓励家长提出困

惑，集中解决。

2.定期举办家长开放日活动

想要对家长进行更直观有效的指导，

举办家长开放日活动是最直接的办法，其

效果无疑是立竿见影的。家长通过观察

教师如何将绘本阅读融于生活中、怎样让

绘本效用得到最大化发挥、怎样对孩子进

行指导，他们心中关于阅读的概念在直观

生动的演示中变得更清晰。

3. 班级定期进行一对一的亲子阅读

指导

教师根据幼儿现阶段所产生的问题，

作出相应的亲子阅读指导。如我们班辰

辰最近特别喜欢看同一本绘本《永远永远

爱你》，却不肯和别人分享。后来，与辰辰

家长作了沟通发现，辰辰在家有着一本一

模一样的书。辰辰认为，这是他自己的

书，别人不能拿走。于是，笔者将辰辰每

一次的阅读情况及时进行反馈，鼓励辰辰

和其他同伴分享好书，并一起对故事情节

进行创编。同时，及时对家长进行了相应

的亲子阅读指导，鼓励辰辰的家长多带辰辰参加各种各样的

亲子读书会。一段时间后，辰辰慢慢开始喜欢上其他的绘本

故事，并学会和同伴一起合作阅读。

4.开展“故事妈妈”“故事爸爸”比赛

父母的榜样作用是无穷大的，家长好的阅读习惯能对孩

子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本园举办的“故事爸爸”“故事妈

妈”活动得到了家长的一致好评，孩子通过爸爸妈妈参与的

讲故事比赛，学习到了原来讲故事也是要将表情、情感融入

进去的，同时也为优秀的爸爸妈妈而感到骄傲，更愿意将自

己在绘本中读懂的东西与别人交流。

二、整合家园阅读资源，创设良好的阅读环境
1.图书推荐和借阅

班里的幼儿家长慢慢开始重视绘本阅读，但往往不知道

如何选取合适的绘本读物。笔者根据本班幼儿的年龄特点、

发展水平及本学期主题活动的开展情况，选取了适宜的读物

并列出清单供家长们自行购买。

本园还在各个角落设置了图书柜，它们主要位于楼梯栏

杆处、教室门口、活动室外墙边，孩子们随时可以见到，随手

能触及图书。同时，幼儿园还设置了图书借阅卡，上面是教

师们精心设计的图案，孩子们想要借阅图书，到班级教师处

进行图书借阅登记即可。

2.图书漂流

为了实现图书资源利用最大化，营造分享阅读、快乐阅

读的氛围，培养幼儿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品质，我们还开

展了图书漂流活动。参与“漂流”的图书主要来源为幼儿园

统一置办和家长捐赠。图书漂流活动负责人是选取的家长

代表，他们负责登记管理；阅读、分享、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则

交给孩子们。同时，教师根据图书漂流情况，给予适时介入，

加强家园合作，发挥家园合力。教师根据漂流情况选出最受

欢迎的绘本图书，并分析某些图书借阅量少的原因。

三、亲子共读促幼儿阅读能力的提升
1.讲座观摩

为了让家长们有效参与亲子阅读，知道如何正确指导孩

子进行亲子阅读，幼儿园邀请这方面的专家来园对本园教师

进行培训，提高教师专业水平。并邀请骨干教师和在阅读方

面颇有建树的家长举办讲座，从绘本阅读的重要性、家长以

身作则的重要性、如何开展亲子共读、家长对孩子如何回应

等方面进行指导。

2.亲子读书日

设立每个月一次的亲子读书日，教师根据家长与幼儿之

间的阅读情况加以指导。好的阅读氛围更能让幼儿的阅读

能力得到提升。在阅读中，家长应鼓励幼儿多说多看。

3.自制亲子阅读读本

为了提高幼儿的阅读兴趣，推动家长参与幼儿阅读，笔

者尝试推动亲子自制绘本活动。之前，班级里破损的书籍

比较多，我借机鼓励家长利用资源与孩子共同整理制作亲

子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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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吴兴区常溪幼儿园
方 敏

学校作为培养和教育学生的
专业教育场所，应该义不容辞地承

担起生态文明教育与践行的重

任。本文将从三个方面介绍本园

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与实践的做法。

一、全面推进校园建设，倾力
打造生态文明教育适宜空间

为了让环境能够真正说话，将

生态文明教育理念渗透于儿童生

活、学习的每一个空间，我们对幼

儿园及其周边环境中的每棵树、每

块草地、每一面墙壁、每一处空间，

都作了精心的“雕琢”，使之成为一

个立体的、多彩的、富有情趣的、迷

人的“花园、学园、乐园”。

首先，打造一片绿意。本园在

每一处可以利用的场地和空间里

栽种植物。整个校园绿意盎然、生

机勃勃。桃李争妍、银杏葱绿、丹

桂飘香、蜡梅傲雪……一年四季校

园都沐浴在绿意和芬芳之中。漫

步其中，聆听童语，其乐无穷。

其次，打造多个生态文明教育

阵地。在班级布置方面，师生齐心

协力，争创绿色班级，打造绿色教

室。结合课程内容和季节特点创

建自然角，放置花草盆景，饲养小

动物，使幼儿获得绿色生态知识和

相关的情感体验，同时渗透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开展垃圾分

类活动，通过宣传、教育、实践等形

式，让教师、孩子、家长树立垃圾分

类的意识，掌握垃圾分类的知识，

自觉成为垃圾分类的践行者。本

园还进行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探索

和使用，尽量进行无纸化办公，为

节约地球资源、建设生态文明出一

份力。

二、充分挖掘环境资源，着力
架构生态文明教育课程框架

加强环境教育，提高师生的环

保意识、环保能力是建设生态文明

社会的重点所在。因此，本园积极

利用环境资源，紧密结合《幼儿园

发展能力课程》的内容切实开展生

态文明教育，培养儿童亲近自然、

亲近社会的情感和能力。

1.在教学实践中梳理、形成和

完善生态文明教育系列课程内容

由浙江省首批学前教育特级

教师朱静怡研究开发的《幼儿园发

展能力课程》，凸显“以自然和社会

环境为基地，倡导一日生活即课

程”的理念，与生态文明教育的主

旨十分契合。因此，本园结合课程

内容和园所实际，建立和形成了具

有鲜明特色的“引导幼儿亲近真实

自然环境、关注生命成长”的特色

教育。

本园从幼儿的年龄特点出发，

采用游戏、操作、观察感受的方式，

同时借助现代化教学设备，在健

康、科学、艺术、语言、社会各领域

全方位渗透生态文明教育，为幼儿

在自然、社会、心理三个方面达到

和谐统一打下良好的基础。

丰富的课程内容处处渗透着

环境教育内容，课程已经发展成为

师生学习生态建设知识、开展生态

文明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其先

进超前的理念深深地融入了我们

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之中。

2. 与自然为伴，从社会中认

知，生态文明的种子就此生根发芽

本园充分利用周围的自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组织丰富多彩的教

育活动，使幼儿切身体验与自然、

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情感。

春天，孩子们到公园里寻找

春姑娘的足迹；夏天，孩子们迫不

及待地去草地上去探索小虫子的

秘密；秋天，满地的落叶吸引着孩

子们的目光；冬天，漫天飞舞的雪

花成了孩子们最好的玩伴。

孩子们在大自然中接受自

由、随性的教育，而纷繁的社会环

境同样也是他们学习的魅力舞

台。孩子们手拉手，一起去超市

参观，看琳琅满目的货物怎样分

门别类地摆放，学习如何有序购

物；参观水果店，了解水果的名

称，感受物品的丰富；参观菜场，

认识各种各样蔬菜；参观小学的

环境和课堂，了解小学学习与幼

儿园的区别，憧憬即将到来的小

学生活。

三、巧妙运用废旧材料，全力
拓展生态文明教育创新渠道

1.废物巧利用，使生态文明教

育根植于日常生活

如何利用生活中常用的物品

及可再生的废旧材料，使它们物

尽其用、旧而不废，并帮助幼儿从

小树立起生态、环保的理念呢？

教师们可是动足了脑筋。他们和

孩子、家长一起，用纸盒做成“拖

拉车”，这可是小班孩子最爱的玩

具；把报纸团一团，就变成了毛毛

虫、纸球、鞭炮；用随处可见的饮

料瓶和饮料罐做沙球、高跷、梅花

桩、保龄球，极大地丰富了孩子们

的活动材料。

而在幼儿最喜欢的角色游戏

区域中，废旧材料的利用更达到了

炉火纯青的境界。家里穿不了的

小衣服就是“娃娃家”里“娃娃”穿

戴的衣物；空药瓶、药盒和废弃的

听诊器就是医院组里“医生”的好

道具；用泡沫做出来理发店里的

“水池”、小吃店里的“烧烤炉”……

孩子们在参与收集、制作、游戏的

过程中，生态文明之花在心底悄然

绽放。

2.小手拉大手，使生态文明理

念辐射到每个家庭

本园利用多种途径向家长宣

传生态文明理念，教育家长注意

自己的行为，从一点一滴做起，用

言传身教去影响幼儿。请有一技

之长的家长到幼儿园里开展生态

环保助教活动，用其专业的知识

对幼儿进行教育；鼓励和动员家

长参与到收集无毒无害的废旧材

料的行动中来，同时请家长和幼

儿一起将收集来的废旧物品制作

成精美的手工作品，帮助幼儿了

解如何减少生活垃圾及怎样再次

回收利用废品。

部分家长从最初的抵触、不配

合甚至埋怨，到现在的积极、主动、

自发地参与，反映了家长们在理念

上的根本性转变，也足以证明本园

的生态文明教育已经走入家庭，并

融入每个家长和孩子的心里。

让天空更蔚蓝，让海水更澄

澈，让家园更美好，是每一个公民

都应该固守的信念。在建设美好

的生态文明社会的征程中，我们每

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义不容辞地

担当，责无旁贷地努力。

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探索

民间游戏在民办幼儿园区域推广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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