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紫阳幼儿园 孔英萍

开心“哥哥”和不开心“妹妹”
“东河家园”游戏开始了。负责

管理“逛街族”的杨老师说：“小朋友

们可以找一个‘弟弟’或‘妹妹’一起

去逛街，逛街的时候要互相商量。”

龙龙很快走到小班的丽丽面前，

对丽丽说：“我做哥哥，你做妹妹。”

丽丽顺从地点点头。于是他们

从教师手上领了“20元钱”，手拉手

地逛街去。

龙龙带着“妹妹”逛游戏中的每

一个场地，一路上干什么、买什么、

付多少钱，全部由龙龙决定。“妹妹”

很听话，她在吃东西、看病时都能耐

心等待，始终没有和“哥哥”分散过。

当结束音乐响起时，我问龙龙：

“今天玩得怎么样？”

“很开心。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买了许多东西。”

我又问“妹妹”：“你呢？开心吗？”

“妹妹”脸上没有笑容，轻轻地

说：“不开心。”

不开心“哥哥”和开心“弟弟”
第二次逛街，龙龙走到小班的

硕硕面前，让硕硕当他“弟弟”，硕硕

欣然同意。

他们先来到“小吃店”买一碗

“面条”。服务员端上“面条”，龙龙

刚想伸手接，“弟弟”比他动作快，拿

到面条高兴地“吃”起来，龙龙只好

在旁边等。

他又拉着“弟弟”去“医院”，刚想

挂号，弟弟比他动作快，已经拿到号

子去看病了，龙龙无奈地等在一边。

龙龙想去“超市”购物，刚走到

门口，发现“弟弟”去了“茶楼”。龙

龙生气了，两手叉腰不想理“弟弟”，

可“弟弟”还是跟着他。就这样，龙

龙始终被“弟弟”牵着鼻子跑。

结束音乐响起时候，我问龙龙：

“今天感觉怎样？”

龙龙叹着气说：“不开心，‘弟弟’

太调皮，管也管不住。”

我又问“弟弟”：“你觉得怎样？”

“弟弟”神采飞扬地说：“我很

开心。”

开心“哥哥”和开心“弟弟”
第三次龙龙找的朋友是小班的

宣宣。他们领了“10元钱”，先到“小

吃店”。龙龙想吃“棉花糖”，可“弟

弟”却要吃“汤圆”，于是龙龙付钱。

到了“茶楼”，龙龙问“弟弟”：

“你想吃什么？我们钱不多，吃得便

宜一点吧。”

“弟弟”同意了，他们点了一元

钱的“点心”。

到了“医院”，龙龙说：“我去挂

号，你去那里排队。”“弟弟”照办。

游戏结束时，我又问龙龙：“今

天感觉怎么样？”

“今天还好，这个弟弟还比较听话。”

我又问“弟弟”：“你开心吗？”

“弟弟”回答：“开心。”

在第一次游戏中，“哥哥”很开

心，他按照自己的意愿逛街、购物，

还以为把“妹妹”带得很好，她得到

了满足。“妹妹”觉得不开心，始终被

“哥哥”拉着手走到东、走到西，没有

一点自主权。对“哥哥”来说这是一

次成功体验，但对“妹妹”来说却截

然相反。

第二次游戏是“哥哥”管不住

“弟弟”，而且自己想做的事情都被

“弟弟”给抢了。直到游戏结束，龙

龙的需要一直没有得到满足。那么

问题来了：这样的挫折体验对大班

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有利还是有弊？

此外，“弟弟”虽然在游戏中获得愉

快的交往体验，感到与陌生的“哥

哥”在一起的快乐，但是“哥哥”处处

依着他，是否会进一步滋长他的“自

我中心意识”呢？

龙龙在教师的游戏讲评中看到

了自己的问题。第三次游戏时，他

积累了一点交往经验，尝试着和“弟

弟”商量，提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弟

弟，让弟弟能够接受他的建议。虽

然没有第一次那样顺利和开心，但

得到了另外一种满足。

经历了3次游戏，幼儿在交往过

程中得到了改变，获得了更多的交

往策略，在此过程中，教师应该注意

些什么呢？

1.幼儿自主开展游戏与教师干

预相结合。在观察幼儿游戏时，教师

们发现，尽管事前已经提醒和鼓励大

龄孩子要主动帮助低龄孩子，但是在

游戏（模拟岗位工作）过程中，一些大

龄孩子一看到“顾客”，就抢着卖东

西、收钱，把“弟弟”或“妹妹”冷落一

边，丝毫不体会他们的感受。

因此，教师有必要在游戏开始

阶段进行角色干预，即先让大班幼

儿中善于合作者承担岗位职责，带

着“弟弟”“妹妹”完成任务，一方面

给其他大班幼儿起到示范作用，另

一方面让低龄幼儿有安全感。等幼

儿熟悉一段时间之后，再让他们自

己选择岗位。

对逛街族的两人角色，以幼儿

自主搭配为主，但教师也要采取一

定程度的干预，如低龄幼儿胆小、内

向，就安排一个温和、能干的“哥哥”

或“姐姐”。有时我们建议同龄、同

质的匹配方式，比如两个自我意识

都很强的幼儿在一起，让他们体验

遭遇挫折、不被认同的情绪，通过教

师启发和引导，学习别人友好和谦

让的行为。

每次游戏后，我们让幼儿说说

感受，共享交往经验。游戏经过一

个阶段后，观察幼儿的情绪反应，再

决定是否干预角色搭配。

2.移情训练加强异龄幼儿之间

的交流。异龄幼儿之间存在着陌生

感，主要是缺乏对他人情感的理解，

移情训练可以使幼儿学会体察他人

的情感。移情不是自然而然产生

的，需要教师有意设计，首先帮助幼

儿理解自己的情感，再改善对他人

的情感理解。如通过创编故事、情

境演示、生活讲述、角色扮演、木偶

戏、主题讨论等开展移情训练。

方法设计一定要结合班级幼

儿在混龄交往游戏中的实际水平

和问题冲突根源，充分利用幼儿已

有的体验，唤起幼儿的情感共鸣。

平时多开展如生日派对、大手拉小

手等班级间互动活动，在帮“弟弟”

“妹妹”穿衣、给“弟弟”“妹妹”讲故

事等过程中，增进幼儿间的相互了

解，让不同年龄、不同班级的幼儿

感觉到混龄游戏就像自己班级中

的游戏，感觉到自己身边有许多好

朋友，他们就像自己的亲兄弟、亲

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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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不是一个尊称，而是一种能力

□温州体育运动学校 郑 美

叶伟博是小学三年级来到体校
游泳队的。他个子不高，教练说，他

不是游得最好、最快的那个，但他最

刻苦、最努力。他时时记住教练的

忠告：“机会是自己去把握的。”

他从小有先天缺陷——饶舌，说

话口齿不清，直到上幼儿园，妈妈还是

听不清他说的话。他说话时常常急得

面红耳赤，妈妈安慰道：“阿博，别急，

慢慢说，大声说，多说几次，妈妈就能

听懂了。”

为让妈妈明白他的意思，不知不

觉中，他养成了大声说话的习惯。

上了小学以后，全班唯独他拼音

读不准，他为此变得敏感而自卑，不

敢开口，怕被同学嘲笑。可妈妈又

安慰他：“别怕，尽管大声读出来，你

会越读越好的。”

就这样，不知不觉中，他养成了

大声朗读的习惯。

进入初一，机会终于来了，学校

要选拔13名学生参加市里的朗诵比

赛，他竟然报名了，然后竟然被选中

了。当然，他没有告诉老师他有语

言缺陷。

排练的时候，老师夸他声音好、

节奏准，情感把握比其他学生都

好。但老师随即发现了他的软肋，

怎么办呢？老师有遗憾，也有犹豫，

最后决定改动诗歌内容，也就是尽

量绕开对他来说有难度的发音。

他拿到新的稿子，更卖力地练

习了。

比赛结束了，虽然只获得三等

奖，但对体校学生来说，对叶伟博来

说，这个奖项太珍贵了。

比赛时，他看到评委老师看着他

一直在笑，心里有一股火，但他知道

不能影响团队，很快调整自己的情

绪，又面带微笑，注意力集中在朗诵

内容上，大声而清晰地朗读着。

比赛后，他和老师说起这件事，

老师安慰他说：“评委老师有可能觉

得你们军人般的站姿可爱才发笑

呢，不必太敏感。”

缺陷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我们没

办法拒绝。我们能做的是：既要接

受自己的不完美，又要努力弥补和

减少不完美。不要企图改变别人的

看法，主宰命运的终究是自己。

口齿不清也要参加朗诵比赛的男生

坐
在
我
的
课
堂
里
的
我
的
爸
爸
妈
妈

□杭州市天长小学
王怡文

家长开放日这一天，

学生的家长来了。晨读课

后，我告诉学生和家长，我

的爸爸妈妈也来了，引起

教室里一阵惊诧和激动。

我请学生去办公室邀

请二老，当二老出现在教

室门口时，一片热烈的掌

声响起。二老就在掌声中

走向摆在教室中央过道上

的凳子。我感觉到妈妈有

点紧张。

等大家安静下来后，

我说：“都说‘儿行千里母

担忧’，别看王老师年纪

不小，但依然走不出爸爸

妈妈的牵挂。刚工作的

时候，我每次上公开课，

爸妈都会来听，很认真地

做笔记，然后提出意见和

建议。今天，他们刚好在

杭州，又那么凑巧碰上家

长开放日，我就请他们走

进我们的课堂。所以，请

大家记住，无论我们多

大，在父母的心里永远都

是孩子。”

这一席即兴发言，说

得听众泪光闪动，连我自

己也有点动容。

开始上课了。这节课

是作文点评，要回顾之前

的一次作文比赛，题目是

《最难忘的一课/刻》。我

从本次比赛概貌说起，包

括选材、字数，有多少人写

“一课”，又有多少人写“一

刻”等；紧接着介绍一位

“作文黑马”，赏析其精彩

片段；分享错别字和病句，

展示高手范文；最后是颁

奖环节……内容紧凑，笑声不断。掌声起

落间，大部分学生得到表扬，对语病等失

误只作讲解，不点名，着实是皆大欢喜。

通过这次作文，我向家长们描摹出

学生正在经历变化的情景，从怕写到会

写、爱写，写作字数从不到两百字，到四

五百字甚至更多，并期待他们早日拥有

生花妙笔。

35分钟的课很快结束了，坐在课堂里

的我的爸爸妈妈，眼睛始终亮亮的，学生

鼓掌他们也鼓掌，学生笑他们也笑，是那

么认真、那么投入，满脸满眼都是笑，放松

地笑、释然地笑。

感谢几位有心的家长，用手机记录下

他们坐在学生当中的镜头……

下课了，有家长说，这不是在教作文，

这是在教做人；这不仅是教学生，也是给

家长上了一堂课。甚至有家长说，这是他

听过的最让人有触动的一堂公开课。

走出教室时，一位奶奶拉着我的手激

动地说：“王老师，我都不想下课了。”

随后我收到短信说：“王老师，有您做

我们的老师真是太幸运、太感动了。您的

父母进来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动了，我看

到女儿的眼眶也湿润了。这真是太好、太

令人难忘的一课。”

我陪着爸爸妈妈走出校门，爸爸一再

感叹，真是没有想到，小朋友的文章写得

真好，这样的内容、这样的文采，真是很生

动、很让人佩服；还有家长素质也那么高，

听得那么认真。

妈妈则说我现在上课很自然，每一句

话听起来都很贴切，好像都事先准备好

一样，直接就从嘴里溜出来了。她还问，

备课花了多少时间？妈妈同时指出，粉笔

字写得还很随意，没有进步，需要再练。

我知道，这堂课带来的感动，不全是

学生的作文写得好，靠的是我的爸爸妈妈

来到我的课堂，加持了我的课堂，带来了

不一样的感动。

我时常翻看那天的照片，耳畔回响着

一位妈妈写给儿子的信：“我一直在关注

着老师父母的表情，他们似乎始终面带微

笑，可能是对学生表现的赞许，也可能是

对讲台上女儿的认可，更是一种饱含期许

的幸福。”

让我妈妈感到遗憾的是，她因为耳朵

不好，有好几个家长想拉住她，跟她说几

句，但她怕自己听不清，就急忙走了。

12月4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田趣”运动会在
义乌市福田小学举行，这是该校第二届民俗文化
节的一部分。为了让学生在体验中了解义乌民
俗，传承优秀地方文化，打造精品课程“义乌民俗
文化”，学校每年12月举行为期一天的民俗文化
节，邀请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走进校
园。图为五年级学生在进行挑米接力赛。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摄）

●点评：
角色模仿游戏是促进幼儿品德及社会性发展的有效教育途径。然而，由于幼儿身心发展水平较低，具有较为

明显的社会认知不足和自我中心化倾向，因此在角色模仿游戏中会遭遇到种种困难和挫折。这些挫折如不能得

到重视和解决，将会对幼儿品德和良好习惯养成产生阻碍。在杭州市紫阳幼儿园开展的“我们是一

家”为主题的全园混龄交往游戏中，孔英萍老师十分敏锐地通过对中班小朋友龙龙的3次跟踪观

察，发现龙龙对与自己年龄、个性、交往水平不同的同伴产生了不同的情绪体

验。从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角度，孔老师提出了操作性较强的解决对

策。这一案例启发我们，在组织幼儿游戏过程中，教师既不能包办代替，也不

能一放了之，而是要在精准了解幼儿身心发展特征和社会性成长规律的基础

上，对幼儿的游戏进行适时适度的干预和指导。这是教师有效提升游戏教育

品质的基本功，也是促进幼儿品德及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原则。

（点评者：杭州师范大学 周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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