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舒玲玲

到访杭州云谷幼儿园这天，阳光分

外明媚，湛蓝的天空“长”出大朵大朵

“棉花糖”。然而，记者的目光却被地面

一道独特的“彩虹”吸引。

教师们两两一组高举不同颜色的

彩带，用力挥舞出跃动的弧线。随着裁

判员一声令下，小班的孩子们全力跑向

终点。经过彩带处，有的孩子直接卧

倒，选择匍匐前进。这是云谷幼儿园小

班段的“彩虹跑”现场。

所有人都沉浸在运动的乐趣中。

“在云谷，孩子们是自由的，想怎么玩，

他们自己说了算。”园长蔡伟玲介绍，

“而且我们始终坚信，没有不适合的运

动，只有不适合的装备。”

“因为是家，所以我说了算”
云谷幼儿园倡导“家”文化，“蜻蜓

家”“瓢虫家”……小班以昆虫命名；中

班以爬藤类植物命名，有“葡萄家”“凌

霄家”“蔷薇家”等；大班则以乔木命

名，有“木荷家”“樱花家”“海棠家”等。

这些动植物都是幼儿园里常见

的，很多班级的名字还是孩子们自己

选定的，每个“家”背后都凝结着孩子

们对班级、对自然的爱。“Yoyo老师，

为什么这个瓢虫跟我在绘本上看到的

不一样？它的背上没有点点。”指着班

级标识上的瓢虫图形，一双好奇的眼

睛望向云谷幼儿园教师陈瑞荣。“因为

在‘瓢虫家’，我们希望每个‘小瓢虫’

都能长出属于自己的点点。”这样的故

事，经由孩子们口口相传，在云谷流淌

开来。

为了让“家”更美好，孩子们设计班

级标识、制定班级公约、装扮教室环境，

奇思妙想不断。发现课间大家去上洗

手间，进去的人和出来的人一不小心就

会“撞个满怀”，他们就想办法设计了进

出洗手间的动线，通过门上贴标识、地

上画箭头的方式，引导大家右侧进去左

侧出来。

到了每学年末，低年级的班级还会

组团到即将升入的高年级各班参观体

验。“孩子们可以自己选择想要加入哪

个‘家’。”陈瑞荣告诉记者，高年级的

孩子们会提前策划好体验流程，包括参

观路线怎么走、体验哪些项目、谁来介

绍、谁来领路等，都是小朋友们自己商

定的。“参观结束后，低年级的孩子们会

通过投票，选出最想升入的‘家’。”陈

瑞荣说，云谷幼儿园将“升班”的自主

权和选择权完全交到孩子们手中，也

鼓励他们在意见不同时勇敢地“表达

自己”。

“连窗户都在守望梦想开花”
透过锃亮的落地窗，阳光洒向“伊

米堂”，从朝霞到晚霞，在散落的绘本

上留下时光的痕迹。“伊米堂”是一个

开放式图书馆，位于入园的必经之地，

因此也是幼儿园的“客厅”。大量图书

或平放，或侧放在地柜和书架上，一进

门就能看到孩子们以各种他们觉得舒

适的姿势专注地阅读着。窗玻璃上，

新绘制了一批可爱的涂鸦画，那是孩

子们笔下，游览八卦田遗址公园时的

所见所闻。

“在云谷，我们倡导内容、环境都往

后退，让孩子和孩子的作品走向前。”

“室内外都设置了涂鸦墙和涂鸦地面，

瓷砖、玻璃、黑板等也是天然的涂鸦墙，

我们要让孩子自己绘就五彩缤纷。”蔡

伟玲说，为了方便孩子们“创作”，幼儿

园里不仅随处可见各种颜料和粉笔，还

开辟了建构空间、木工空间、陶塑空间

等，满足孩子们多元学习和立体视觉表

达的需要。

将花花草草装入信封，他们说这是

“一封自然的来信”；闭上眼睛去听风

雨，他们说这是“风雨在摸我的脸”；在

攀爬中发现藏在树皮底下的虫蛀纹，他

们说这是“大树爷爷给的礼物”……在

孩子们心里，幼儿园是充满惊奇与惊

喜、好玩又自在的“家”。而在蔡伟玲眼

中，环境是最高级的教育表现，幼儿园

的设计里饱含着云谷人对孩子的深情

和对教育的理解。

在云谷幼儿园，所有物品的呈现和

陈列都尽可能地在孩子们能够平视的

区域；户外地面不仅有自然的起伏，还

有沥青路、汀步路、石块路、树桩路等不

同材质铺设的道路；园区各建筑之间、

活动空间之间设计了爬网、滑梯、连廊

等不同的通道……

“你的好奇，我们一起守护”
“萤火虫家”曾办过一次美术作品

展，但一幅幅由玉米粒拼凑出的图画上

的玉米粒逐日变少。“真奇怪呀，地上也

没有掉落的玉米粒，玉米粒怎么变少了

呢？”孩子们找来教师帮忙。于是，围绕

“玉米粒究竟去哪里了”的猜想与探究

开始了。

“会不会被风吹走了？”“是不是掉

下来以后被扫走了？”“是不是被附近的

小松鼠吃掉了？”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讨

论。最后，他们决定在教室外安装一个

摄像头，看看玉米粒到底去哪里了。第

二天，孩子们都来得特别早，迫不及待

想要知道玉米粒的下落。“原来真的是

被小松鼠吃掉了呀！”看到监控视频里

探头探脑出现的小松鼠，孩子们终于找

到了答案。在教师的带领下，后来他们

还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小松鼠喜欢在

什么时候出来找吃的？”“小松鼠更喜欢

吃什么口味的坚果？”“我们要怎么保护

幼儿园里的小松鼠？”……

“老师带着孩子们不断提出新的问

题，通过观察视频和思考讨论，找到问

题的答案。这就是‘萤火虫家’《玉米粒

不见了》的方案教学。”蔡伟玲告诉记

者，云谷幼儿园推行的生活启智课程，

涵盖运动健康、生活美学、自然探究等

六大内容。“因为孩子的兴趣和经验不

同，同样的课程内容在不同班级就可能

有完全不一样的探究方向。”原来，云谷

幼儿园教师们采取的“方案教学法”，每

一个方案都源自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兴

趣点。

无论孩子们有多么千奇百怪的想

法，教师们都会尽可能地支持他们，通

过不停地提问、引导和启发，跟孩子一

起探究、追问和体验。“要捍卫儿童气

息，就是以儿童视角，看见儿童，既满足

当下的需求又重视发展的需求，就要给

儿童搭建思考的脚手架，而不是记忆的

脚手架。”蔡伟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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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郑永威 王心怡

“仅让学生大声朗读是不够的，更重

要的是唤醒学生的内心，唤起学生学习的

内驱力。”11月28日，金华市第四中学第

6期“知心讲坛”在报告厅如期举行，新入

职的英语教师蒋玲倩一边认真听讲，一边

在笔记本上迅速地记录着。

从10月开始，金华四中每周一的教

师大会就多了一道“菜”——“知心讲坛”

系列分享活动。这个由本校教师讲、本校

教师听的讲坛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草根讲

坛”，从老教师的经验分享到新教师的成

长体会，每次2名教师，每人15分钟，每

周都能让教师们迎来一次思想碰撞。

“以前，班级里有突发事件，我总会感

到手足无措。”作为一名年轻的班主任，教

师王炳坤已经成了“知心讲坛”的忠实粉

丝，教师们无保留的经验分享让他收获颇

丰。“良好的班级建设一定是师生之间的

双向奔赴”“先让学生‘爱’上班集体，再让

学生参与‘管’班集体”……这些都是王炳

坤学习到的班级管理“法宝”。

“当教师们因为‘知心讲坛’有所收获

和变化，这些收获和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

每一个学生，从而给整个学校带来巨大的

改变。”校长童桂恒介绍，“知心讲坛”是学

校特色教育品牌“知心教育”新开发的活

动，通过教师之间共享教育管理智慧，不

断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全面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知心’就是教师知学生之心，了

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学生知教师之心，了

解教师的良苦用心。因此，首先要求教师

理解学生，进而延伸到师生、亲子及种种

社会关系的顺畅沟通”。

从“知心课堂”到“知心管理”，从“知

心德育”到“知心家庭教育”，金华四中已

经坚持“知心教育”20多年。童桂恒说，

正是有了20多年的深入研究，才有了现

在的精彩分享。

金华市第四中学：“知心讲坛”上线，教师困惑有解了

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杭州云谷里藏着一个欢乐“家”

日前，湖州市第五中学教育集团仁北校区将融入了
预防近视知识的原创短剧《近视风波》搬上舞台，以学生
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重视近视防
控，保护“心灵之窗”。同时，学校还开展了预防近视知
识讲座、预防近视主题班会、发放预防近视倡议书等一
系列活动。

（本报通讯员 钱 俊 屠红良 摄）

保护“心灵之窗”

遂昌县黄沙腰镇中心小学：
让教室门会“说话”

本报讯（通讯员 谢 恬 叶艳景）“快

来看，我们的教室门换了‘新衣服’，多漂亮

啊。”近日，遂昌县黄沙腰镇中心小学的师生

们手拿画笔和颜料，亲手改造班级的教室

门，让原本黯淡的铁门大变身。

在下笔之前，师生们已经结合学校一年

四季的自然景色，提前构思好了教室门的绘

画主题，并融入了大家喜欢的动植物元素。

“学校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秋天的时候黄

澄澄的柿子挂满枝头可美了，我要把学校的

柿子树画进去，因为我太喜欢吃柿子了。”二

年级学生罗晨熙说。

“原来的教室门比较陈旧，于是我们组

织师生齐动手，让每个班级的教室门会‘说

话’，让整个校园变得更有温度，更有味道

了。”德育处主任吴文雯介绍，除了改造教室

门，每个班级还精心设计了教室“自然角”，

学生们可以养自己喜欢的动植物。

据了解，黄沙腰镇中心小学位于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九龙山麓，“双减”以来，学校

结合地域特点，提出了“以自然为师，与草

木为友”的教育理念，通过开设九龙之园、

九龙之墙、九龙之韵等九龙文化系列课程，

让学生在原汁原味的大自然中收获知识，

快乐成长，做好家乡生态文化的传承者和

接班人。

“将自然教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不仅

可以发挥学生们的创造性思维，提升他们的

动手能力，还能让自然教育理念更好地融入

学习生活，培养学生会思考、勤学习、爱劳动

的好品质。”校长苏立军表示。

绍兴市柯桥区鉴湖小学：
浙川两地书，纸短情谊长

本报讯（通讯员 范信子）“四川有许

多美食，担担面、钵钵鸡、回锅肉……欢迎

你们来做客。”日前，绍兴市柯桥区鉴湖小

学六（1）班的学生收到了来自千里之外的

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县街小学的

笔友来信。

据悉，鉴湖小学和县街小学于2021年

结成了教学共同体学校。今年9月，为进

一步加强民族团结教育，鉴湖小学六（1）

班和县街小学五（5）班的学生开展了“浙

川两地书”活动。

学生们有的向小伙伴介绍自己丰富多

彩的校园生活，有的介绍自己的兴趣爱好，

有的介绍家乡的风景和美食，还有的热情

邀请小伙伴来家乡做客……随着一封封书

信往来于浙川两地之间，真挚的友情也由

此展开。

据了解，除了促进两校学生间的友谊交

流，自结成教共体以来，鉴湖小学还一直将

优质资源、教学理念与县街小学进行分享。

去年，鉴湖小学教师吴芳前往峨边支教，不

仅在当地成立了名师工作室，更被授予“峨

边好人”荣誉称号。最近，吴芳已经向学校

和当地教育部门申请再进行一个周期的支

教工作，把名师工作室进一步建设好。

“不忘初心，结伴而行，相互支持，共

同发展”是学校与县街小学结盟时的“誓

言”，鉴湖小学校长范信子表示，“我们将

进一步与县街小学协同互助，携手共进，

让民族团结一家亲”。

本报讯（通讯员 叶威呈 李王慧）
“今天是我妈妈来讲故事，我太激动了。”11

月28日，丽水市实验学校102班学生林曼

格外开心，她的妈妈来到学校，给她和班上

的同学讲述了绘本故事《我是中国人》。

近日，为了让学生们汲取红色文化能

量，厚植爱党、爱国情感，丽水市实验学校

一年级组开展了“故事妈妈讲红色故事”

亲子阅读主题活动。

《闪闪的红星》《飞夺泸定桥》《鸡毛

信》《小兵张嘎》《小英雄王二小》《赵一曼

写给儿子的信》……红色绘本中有丰富的

好故事，而喜欢听故事是孩子的天性。一

年级组教师组织家长们一同深挖红色绘

本资源，围绕“爱家人”“爱家乡”“我是中

国人”三大主题，设计了绘本故事课程。

每逢周一，就有“故事妈妈”走进校园，和

学生们共读红色绘本，讲述红色故事。

在讲故事时，妈妈们还会以故事中的

重点内容、感人场景、特殊物件引导学生

们表演、体验、表达；根据故事主题甄选相

关红色歌曲，带领学生们欣赏、演唱，提升

音乐素养。

“没有革命英雄的付出，就没有我们

现在美好的生活，我一定会珍惜现在的生

活，努力学习。”生动有趣的讲述点燃校园

“红色引擎”，激起了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

和责任感。

丽水市实验学校：“故事妈妈”点燃校园“红色引擎”

入冬以来的湿冷天气挡不住宁波市

海曙区鎏金府幼儿园孩子们体育锻炼的

热情。11月30日，孩子们在室内运动馆

挑战弯腰过竿，温暖在运动中升腾，在小

伙伴的鼓劲加油中扩散。

（本报通讯员 张可晶 李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