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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丹丹
通讯员 凌素凡

“欢迎来到徐定超故居，我们是‘小

小导游团’。”永嘉县枫林镇中心幼儿园

大班的幼儿们正有模有样地向参观者

介绍；

“跳格子的地方小了，‘酷跑’游戏有

些简单，不好玩。”永嘉县桥下镇中心幼

儿园德盛园区的幼儿正向教玩具企业的

设计师，反馈自己的体验感受；

“包老师，我想拼一只小兔子，要怎

么做呢？”温州大学附属茶山第三幼儿园

的幼儿正在山根音乐艺术小村的“拼布

吧”研学，店主包素贞临时当起教师。

乍寒还暖的初冬，沿着山路蜿蜒而

行，走进温州的乡村园，记者发现园外比

园内更加热闹，幼儿的学习场域可以在

古迹里，在企业里，在村里……2021年，

在完成一乡镇一公办园的建设任务后，

温州试点培育100所未来乡村窗口园，

着力打造“园村一体”发展模式，弯道超

车谱写“未来乡村园”的“温州注解”。

突破：一名园长就是一面旗帜
在温州，乡村园长的成长轨迹与其

所在幼儿园的发展历程几乎是同步

的。“这一切的起点，源于理念的突破。”

温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朱景高一针见血地

指出。

1991年出生的季惠忠是永嘉县公

办幼儿园最年轻的园长，32岁的她担任

园长（副园长）已近11个年头。从最偏

远山区幼儿园的一线教师到管理3个园

区1个教学点的集团园的园长，扎根乡

村 10余年给了她不断向上破土的力

量。高级教师、温州市教坛新秀、永嘉

县名师……这位资历深厚的年轻园长一

直在思考，在前进。

2022年，为打造一支扎根乡村、教

育理念新、管理水平高、专业能力强的乡

村园长队伍，温州启动乡村优秀园长“远

航计划”专项培训，计划3年完成对约

500名园长的培养。“远航计划”负责人、

温州市教师教育院胡丽丽介绍，取名“远

航”寄托着期盼：通过专项培训，唤醒乡

村园长的内驱力，激活、积淀、释放他们

的能量，支持他们立足幼儿为本，着眼国

际视野，向着更远的未来启航。

翻开“远航计划”的培训手册，记者

发现它与普通教师培训的内容不同，除

了聚焦园长核心素养、教育理念和课

程构建等理论课，还

设置了跟岗实践，到省内各大著名企业

学习等。培训专门开设“专家入园门诊”

项目，园长结合自身园所发展的需求，在

“远航计划”专家库里自主选择高校教

授、名园园长等，邀请进园门一对一把脉

问诊，实现对一个人的专业引领到一个

园的质量提升。

“这些内容的目的是相同的，就是帮

助乡村园长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胡丽

丽说。

园长的视野高度无形中为乡村园的

发展画上了一条起跑线。作为“远航计

划”第一期学员，季惠忠勇于尝试“破

圈”，她率领教师团队走进企业主动寻求

合作，从组织幼儿进企业研学，到参与到

企业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测试。转变理

念后，季惠忠发现幼儿园不只是索取资

源的一方，还能为企业创造真实的价值，

园企合作有更多种可能性。

拓展：一个村滋养一所园
提到温州的乡村园课程改革，“九把

钥匙”工程无疑是破局之策。

2018年起，温州市开展市域层面系

统研究，针对课程理念模糊不清、在地资

源利用率不高、具体实施策略不足等乡

村园的难点痛点，温州市学前教育指导

中心组织研发了9个课程实施支持工具，

一把钥匙对应一个难点，逐个突破，带动

全局。

如果说“九把钥匙”解决了乡村园课

改的“温饱问题”，那么创建“未来乡村幼

儿园”，就给了温州乡村园一个向优质园

迈进的契机。乡村园的课程建设从向外

获取课程资源，逐渐演变为向外输出课

程元素；学习场域从在园内打造模拟场

景，逐渐升级为将一个村变成一所园。

2021年，楠溪江畔素有“小温州”之

称的枫林镇，入选浙江省首批11个千年

古城复兴试点建设名单，声势浩大的“复

兴”工程随即启动。作为这座古城中与

未来连接最紧密的支点，枫林镇中心幼

儿园打破村园围墙，以村为园，通过家

庭间、村社里的资源流通，盘活形成“邻

里库”。

随着融合的深入，“邻里库”从课程

资源逐渐变为“共享村·亲邻里”园本课

程，村里的古建、店铺中充满幼儿园的元

素，做馒头的阿姨、做烧饼的爷爷也变成

了“助教”。园长郑倩倩认为，幼儿园周

围鲜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对乡村园的

孩子而言，是最肥沃的土壤。

乐清市机关幼儿园龙凤桥园区的前

身是一所小而旧的普通农村小学。如

今，这所只有6个班的幼儿园不仅成为许

多城镇幼儿来了就不想走的“理想王

国”，也成为市岭村的“网红打卡点”。

秘密就藏在幼儿园围墙外，这块近

10亩的荒地，经过园长张新琴的设计，华

丽蜕变为一个集草药种植、精灵部落、

野炊灶台等元素的田园综合体，幼儿

们将其命名为“春田花花”。从此，

一扇吸引外部资源的窗户打开了，

乐清市瓯雁文学社、乐清铁枫堂

公司、乐清城市网等近20家单

位纷纷挂牌，成为幼儿园的教

学资源。

此外，高校的力量在滋

养乡村园生长中也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温州市

学前教育指导中

心与温州大学合

作，设立“未来乡

村园研究中心”、

成立“5+N”专家

聚力团（温大教

授+瓯越名师+

教 研 员 + 师 训

员+乡镇、企业、村

的相关负责人），从

学术、政策、教研等多

维度合力打造“未来乡

村园”。

5年来，温州市累计新改扩

建“未来乡村园”195所，获得现代

化幼儿园、一级园、二级园等省级以上荣誉

幼儿园429所。截至目前，温州市乡村优质

园覆盖面达到81.4%，这个数字在2019年

仅为34.11%。

愿景：一所园反哺一方水土
温州乡村园的占比达66%，乡村园

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温州学前教育

事业的未来。

打破理念和资源的边界之后，“重构”

便成为向未来而行的关键词。朱景高认

为，乡村园不仅要成为儿童适应未来的

“素养基地”，也要成为推动教育共富的

“关键因子”，更要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

“动力引擎”。为此，温州在未来乡村试点

园成立“童好联合会”，形成城乡协同、村

园一体、儿童参与的治理新模式。

永嘉县第一个小区配套建设的幼儿

园在农村，足以说明桥下镇的产业优

势。今年年初，一场特别的产教融合发

展座谈会在桥下镇中心幼儿园德盛园区

举行，组织方是温州市学前教育指导中

心，参与方是永嘉县教育局、桥下镇政

府、桥下镇教玩具企业代表。

“桥下镇的教玩具质量世界一流，但

是自主研发能力和创新性不足，这也是

我们的痛点。”华夏游乐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利群没想到，治疗顽疾的“药”近在眼

前。通过与幼儿园教师团队交流，企业

设计师发现，他们一直缺乏的理论支撑，

在幼儿园教师口中的“儿童健康领域核

心经验”里找到了答案。目前，一项基于

儿童视角的“酷跑”游戏项目正在研发

中。教师变成设计师，幼儿化身“体验

官”，幼儿园成为企业的“活展厅”。

开学后，张新琴拿到了一份调查数

据：乐清市机关幼儿园龙凤桥园区中班

幼儿由爷爷奶奶接送的比例为57.1%，

而这一数据在城镇园区不足20%。在以

往的家园联动中，对象多为父母，爷爷奶

奶这个与乡村连接最紧密的群体，逐渐

隐形化。

“要有红毯”“要有气球”“要穿漂亮

衣服”……爷爷奶奶操着一口方言，激动

地接受幼儿的采访。今年重阳节，“儿童

慧研团”决定为爷爷奶奶举办一场隆重

的晚会。活动现场，身着正式服装的爷

爷奶奶们成为镁光灯下的主角，也成为

幼儿们的骄傲。

“爷爷奶奶大讲堂”等方式，让老年

人更多地参与到幼儿园的活动中。幼儿

园还邀请他们展示作物种植、传统美食

的制作等拿手活。在一次次双向奔赴

中，老年人通过“卷入式”参与，丰富了晚

年文化生活，同时也更新了教育观念。

“‘未来乡村园’的建设不是教育部

门一家的事情，而是整个乡村的事情。”

朱景高说，温州“未来乡村园”最终将落

脚在建立一个新型育人生态圈：幼儿与

村民对话、企业家参与幼儿园教研、幼儿

园成为村学习资源中心。

□本报记者 许天怡
通讯员 徐小娟

从淳安县城出发约莫50分钟的车

程，绕过一道道盘山公路，汽车拐进一

条窄巷，此行的目的地出现在眼前。

走进淳安县王阜乡中心幼儿园，伴着

悠扬的音乐，幼儿们正在聚精会神地

穿针引线。

园长管晓茹介绍，幼儿们正在做的

可不是一般的十字绣，而是八都麻绣，

一项根植于王阜乡本土的民间挑绣艺

术。八都麻绣于2007年入选浙江省第

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被杭

州市列为非遗濒危保护项目。

一线到底，中间无间断和系结，图

案象形写意，且双面对称、无限循环，

从哪里起针就回哪里收针是八都麻

绣独有的特色。作为土生土长的王阜

人，85后的管晓茹已经在王阜乡中心

幼儿园工作了12个年头。“麻绣是家乡

的传统记忆，就像一颗种子种在幼儿

们的心中。”

对王阜乡的孩子来说，麻绣不仅是

非遗项目，更是奶奶外婆手中的“活

计”。管晓茹认为，麻绣是王阜独有的

资源，将麻绣引入幼儿园不仅有利于传

统文化的传承，还能锻炼幼儿专注力、

观察力、手眼协调、精细动作等。该园

通过开发“探创”麻绣课程，将麻绣引入

幼儿园，利用游戏、体验、动手、观察等

方式，培养“勤动手、善思考、乐表达、强

体魄”的王阜麻绣娃。

王阜乡中心幼儿园规模不大，园内

共有32名幼儿。为了让所有幼儿都参

与到麻绣课程中，该园分学段设置活

动：小班幼儿通过串珠来培养手眼协调

能力，中班幼儿用辅助工具进行毛线编

织来掌握织造的规律，大班幼儿则是真

正拿起针线进行麻绣创作。

书架上《中华一绝——八都麻绣》

一书的封面有很多褶皱，因为每天幼儿

们都会翻阅它。“这样的衣服，奶奶也给

我做了一件。”幼儿指着书中的照片，兴

奋地告诉记者。据了解，许多幼儿家中

长辈会用麻绣制作衣服、生活用品等，

对于幼儿园将麻绣引入课程，家长们纷

纷表示认同。王阜乡中心幼儿园的幼

儿中留守儿童占80%以上，无意中，麻

绣也成为幼儿园与家长沟通的桥梁。

如今，园内处处都有麻绣元素：一

楼展示着麻绣服饰人台，走廊两侧是

有关麻布诞生的探究成果展示，教室

里布置着幼儿和家长的麻绣制品……

为了营造更好的麻绣文化氛围，管晓

茹先从校园整体环境入手，用莫兰迪

色系取代五颜六色的外墙，与麻绣蓝

白的主色调相呼应，让幼儿一进校园

就能浸润在麻绣文化之中。

下一步，该园还将麻绣与劳动教育、

科学教育等进行深度结合。在幼儿园

内，开展黄麻的种植、养护和收获等活

动，进行相关实验，引导幼儿深入了解麻

绣的特点，探究种、剥、搓、纺、织、漂、染、

绣等一副麻绣作品诞生的全流程。

□温州市学前教育指导中心
陈 苗

“一个村就是一所园”是温

州创建“未来乡村园”的一种新

样态，即融合乡村的全要素、全

领域、全方位的资源，打造具有

生态味、文化味、数智味的无边

界乡村幼儿园。在乡村振兴和

教育共富背景下，温州立足未

来视角探寻乡村学前教育发展

新走向，以“创造更好的教育、

更美好的生活”为愿景，以“开

放、共享、和美”为培育理念，围

绕儿童未来素养发展需求和乡

村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需求，

以空间环境、课程体系、学教方

式、育人群体、现代治理等为改

革要素，开启了“未来乡村园”

培育之旅。

一、学习即窗外，打造无
边界儿童之家

“未来乡村园”创建在大

教育观体系的引领下，运用

“破、拓、定、联”四方式打造出

由内向外拓展，由物理空间联

结智慧虚拟世界的无边界、跨

时空的开放空间，实现“学习

即窗外”的立体场域。一是破

除园内环境壁垒。破除班级

隔断，打通室内外环境，让园

内环境之间互通无碍。二是

拓展园外空间。拓展邻里互

动场景，拓展生态场所，拓展

文化场域。三是定向研学实

习场。幼儿园通过“借、租、认

领”等方式将村里适宜幼儿实

践的生态、文化场域，设定为

幼儿研学实习场。四是链接

信息技术。运用数改项目“三

朵云”的信息化技术支撑，实

现跨时空信息交互。

二、世界即教材，构建共享式园本课程
大自然、社会是儿童开展真学习、真实践的

活教材，也是“未来乡村园”课程建设的出发点

与落脚点。以培养未来全面发展儿童为底层逻

辑，运用乡村在地文化、自然资源，构建了“共享

村”园本课程。一是“共享村”课程理念及内

容。以乡村幼儿园在地资源、和邻里关系为载

体，聚焦未来的我与自己、未来的我与自然、未

来的我与家乡三个维度，形成野趣游戏、邻里生

活、自然探索、民俗文化、乡味故事五大课程内

容。二是“共享村”课程实施路径。“九把钥匙”

是乡村幼儿园课程实施的工具，它主要包括理

论口袋书、在地资源图、课程共建站、有故事的

环境、观察小评价等内容。每一所乡村园结合

自身的需求、发展的特色，自主选用钥匙来推进

课程实施。

三、经验即生长，开展真情境学习方式
“未来乡村园”充分尊重乡村儿童生活经验

与认知基础，提倡玩中学、做中学，探索出了体

验式、创生式、循证式三大玩学方式。一是体验

式玩学。基于乡村独有的生态、文化、产业元

素，带领幼儿走进乡村，在实地寻访、调查、探

究、合作中实现多元学习。二是创生式玩学。

幼儿在野外有更多教材外的发现问题的机会，

依据幼儿的好奇和兴趣，教师经价值判断后创

生出新的课程内容。三是循证式玩学。信息化

技术给了“未来乡村园”循证施教的基础与保

障。教师通过收集幼儿行为数据—即时评价分

析—形成数字画像—做出个案支持等步骤，支

持幼儿个性化的学习与发展。

四、他人即老师，构筑多主体育人生态圈
“未来乡村园”充分利用家庭和乡村资源，

促使“家、园、乡”多向合作互动，形成具有本土

特色的“人人都是教育者”的多主体育人生态

圈。在育人群体上，广泛吸纳家长、社区、社会

组织等相关者进入育人范畴，形成兼顾多方利

益、多主体有序参与的联动共育圈。从园内教

职工拓展到课程共建的合作者，再从课程共建

的合作者拓展到社会各类人员，在“未来乡村

园”里，人人都是老师成为现实。

五、儿童即未来，建立园村治理新模式
“一个村就是一所园，一所园赋能一个村。”

作为新时代乡村园的管理发展模式，我们坚持

“共建共生共荣”的原则，提倡儿童参与，创用数

智支撑。一方面让“未来”参与管理，儿童是乡村

园未来的主人，鼓励儿童依靠自己的力量参与决

策和管理自己的玩学生活，如儿童参与空间设计

改造的“童创会”；儿童参与教研组课程管理的

“童研社”；儿童参与安全管理的“童巡队”等。另

一方面用数智支持未来。每一所“未来乡村园”

在保健保育、教育教学、后勤管理等方面，运用数

改项目“三朵云”，即云呵护、云慧玩、云管家，实

现幼儿园管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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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县王阜乡中心幼儿园：

一块麻布，绣出村娃家乡情

向未来而行
——温州探索“园村一体”融合发展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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