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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抒雯
通讯员 娄沛莹

“小朋友们早上好！”每天清晨，

宁海县岔路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叶玲

玲早早地站在园区门口，笑意盈盈地

迎接每一名幼儿。一个温暖的拥抱，一

声亲切的问候，这是一份来自园长妈妈的

专属问候。

今年46岁的叶玲玲已经在学前教育的土壤

上辛勤耕耘28年了。曾经的她用青春播撒梦想，而当

下，她选择用热爱坚守梦想，让每一名幼儿能够“快乐出发，相遇

美好”。

晨间入园时的问候是叶玲玲多年以来的工作习惯。对她来

说，这是她走近幼儿、了解幼儿的最佳路径。岔路镇中心幼儿园属

于农村幼儿园，在园幼儿多数为留守儿童。因此，幼儿们的心理健

康状况成了叶玲玲最牵挂的大事。

有一次，当其他幼儿都高高兴兴地走进幼儿园时，一个泪流满

面的男孩吸引了叶玲玲的目光。询问后，叶玲玲得知男孩是留守

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亲情的缺失让男孩少了安全感。此时

此景，叶玲玲的心中泛起涟漪，她决定以身作则，给予留守儿童更

多的关爱。为此，她调阅了每一名幼儿的档案，还组织教师对园里

所有的留守儿童进行家访，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并及时给予他们

帮助。

都说一位园长就是一面旗帜，园长的办园理念决定幼儿园的

办园风格。作为革命老区乡镇的岔路镇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底

蕴，每一处历史遗迹的背后都藏着让人感动的故事。叶玲玲敏锐

地意识到红色教育对幼儿成长的重要意义。她以“快乐教育”为办

园理念，并把这一理念渗透到环境、管理、课程、家校和团队这5个

环节中，努力让红色基因成为幼儿成长的底色。

如何用好周边资源，激发幼儿的爱国热情和家乡情结？“千里

之行，始于跬步。”这是叶玲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基于“快乐游

戏、自主体验、浸润生活、文化传承”的课程理念，思索再三后，叶玲

玲决定，从开发幼儿园的特色课程开始。

在叶玲玲的带领下，教师们利用空闲时间走访革命根据地，深

入当地挖掘红色资源，开发红色系列活动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开发

了一套《红梅活动课程》的红色系列园本教材。光有教材还不够，

叶玲玲希望幼儿们能在沉浸式的环境里汲取更多养分。于是，她

带着教师们一起创设“红馆”“红色游戏场”“红梅展厅”等多个学习

场域，让幼儿们在游戏中感受红色精神，在环境中浸润红色文化。

据了解，由她带头设计的《老区幼儿园“五红行动”的实践研究》还

被列为宁波市十大红色教育成果之一。

作为教育工作者，叶玲玲不仅是课程改革的探索者，更是团队

成长的引领者。在教师们的心中，叶玲玲就是团队的“大家长”。

她的一句“不要怕，有我在”是教师们的定心丸。无论是工作中的

难题，还是生活中的困扰，她总是耐心倾听，尽力帮助。她常说：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只有人人开心，团队才能高效运转。”

为了尽快帮助青年教师成长，叶玲玲还组建了“鸿雁”学习共

同体，选拔教学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与青年教师结成帮扶对子。

与此同时，她还制定了“三色三格”培养计划，按照“绿色（新教师）、

橙色（发展型教师）、红色（骨干型教师）”对教师进行分类，并为其

量身定制成长平台，让教师们在各自的领域找到快速成长的最优

解。在叶玲玲的带领下，幼儿园形成了一支团结合作、博雅乐教的

教师团队。教师们在各类比赛中屡获佳绩，教研氛围日益浓厚。

28年的坚守与热爱，叶玲玲将岔路镇中心幼儿园打造成了一

片充满红色文化与“快乐教育”的沃土。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

“红色教育”的真谛，带领师幼向着快乐出发，收获一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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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土壤上的“快乐教育”播种者

宁海县岔路镇中心幼儿园叶玲玲：

□本报记者 童抒雯 郭诗语

童话，常常被看作是成人送给孩子的一

份礼物，但在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汤红英的心

中，童话是这个世界给她的最好礼物：住在古

木廊桥阁楼上的妖精、只喜欢小孩的鬼怪、信

守承诺的水妖、躲在牙齿上的“姥姥”……在

汤红英的童话世界里，漫步其中的读者总能

与奇思妙想撞个满怀。

童话世界之外，更多关于汤红英的故事

背景逐渐显现：她曾是一名小学教师，现在是

大学教授；她还是一名童话作家，也是“童话

书屋”的掌门人……迥异的身份带来的是另

一个童话般的“奇遇”故事——一个渴望用童

话安置自己的“大小孩”，一路上鼓足勇气，最

终在童话的田野上开疆破土，种下真善美的

种子。“一个被好的童话滋养过的孩子，长大

后会保持善良，也更有力量。”这是汤红英一

直希望的。

“汤汤”的童话世界
故事或许可以从一条小鱼讲起。

一条困在岸上水洼中的小鱼，在它生命

的倒计时里，遇见了爱莫能助的小鸟、默默陪

伴的水白菜、炫耀的青蛙、冷漠的黄鳝……这

是一个关于绝处逢生的故事。“如果有一天我

真的身处绝境，我要勇敢一些，像小鱼那样，

不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在《小鱼大河》的故

事里，汤红英不急不缓地道出了她的人生态

度。此时的她正坐在家中的客厅里，腼腆又

有些局促地应对着这次采访，显然这不是一

件她擅长的事。直到谈起了她以往的创作，

汤红英才卸下了紧张，兴致勃勃地“打开”了

童话世界的大门。

汤红英是金华武义人。从学校毕业后，

汤红英回到了家乡，当了几年乡村教师，随后

调到武义县实验小学任教。投入童话创作缘

于一次意外。2003年，汤红英参加了由浙师

大原校长蒋风讲授的儿童文学讲习班。在此

之前，汤红英一直觉得“童话就是哄哄小孩子

的”。但是短短几天的课程，让她对儿童文学

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起初，她写故事是为了

维持课堂纪律，让学生能专心听讲，“上课前

我先讲5分钟的故事，如果学生上课认真，作

业完成速度快，我就答应他们在放学之前把

故事讲完”，结果这招奏效了。

讲故事，成了汤红英走进学生内心世界

的“捷径”。小学教师的工作并不轻松，汤红

英常常白天上课，夜深人静时“躲”进童话世

界编织故事。在她的童话世界里，阴森可怖

的鬼怪变得温暖可爱，平平无奇的乡村女孩

拥有了追梦的勇气，一颗倔强的门牙里藏着

她对亲人的思念……只要学生喜欢听，她就

愿意讲。

“从平常生活里写出奇妙故事，而不是从

神奇里寻找神奇”是汤红英创作时的坚持。

在汤红英的记忆中，丰饶自由的童年经历是

她打捞故事的富矿，竹林中爬树，小溪里捉

鱼，在山林田野间“野蛮生长”，“这些经历都

是我创作的源泉，童年的每一个细节，一块石

头或是一条小鱼，都能成为故事的种子，推动

我构思和创作”。

一次，趁着课间，汤红英写了一篇关于一

只母鸡“离家出走”的故事。新鲜的故事刚刚

出炉，她就迫不及待地和学生分享。“刚开始

大家边听边笑，后来教室变得很安静了。”汤

红英抬头一看，许多学生都在偷偷掉眼泪。

她把这个故事取名为“守着18个鸡蛋等你”，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童话创作的意义，好的

童话故事可以温暖、启发、感动心灵”。也是

从那时起，汤红英郑重地为自己取了笔名“汤

汤”。一颗种子轻轻掉落，汤红英的童话旅程

正式开启了。

从《到你心里躲一躲》系列的“鬼精灵”

故事，到《水妖喀喀莎》《美人树》等以乡村女

孩“土豆”为主的童话系列，从长篇小说《绿

珍珠》到《太阳和蜉蝣》《鸡同鸭讲》等儿童绘

本……在过去的10多年里，汤红英创作了近

百篇脍炙人口的童话作品，同时也收获了一

些重量级的奖项。《儿童文学选刊》的编辑梁

燕是汤红英的多年好友，在她看来，这些沉甸

甸的“果实”背后藏着一股子韧劲，“她对自己

的童话小心呵护，就像照顾一株植物从种子

开始生长一样”。

“童话给了我很多人生礼物。对于读者，

童话又能带给他们什么呢？”每次提笔前，汤

红英都会忍不住提醒自己。在她心中，好的

童话不仅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世界，更能帮

助他们获得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将伴随

他们成长，使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

拥有坚定的勇气和内在的力量”。

当下，她想把这份礼物送给更多的人。

让孩子们自由表达
在浙师大的校园里，矗立着一幢苏式风

格的教学楼，这里是浙师大儿童文学研究中

心的所在地，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孕育中国

儿童文学的摇篮。

2018年，汤红英接受浙师大的邀请，成

了一名高校教师，教授“诗与童话赏读创作”

和“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赏读”两门课程。

同时，她在教学楼里开设了儿童文学创作兴

趣班，希望能挖掘出一批真正热爱儿童文学

的好苗子。在《彼得·潘》的童话故事中，永无

岛上的孩子无拘无束，保持着童年的纯真。

汤红英喜欢其中的含义，她的兴趣班就叫“永

无岛”。

熊威是兴趣班招募的第一届学生。去

年毕业的他现在是一家儿童文学出版社的

编辑，从事着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工作。在他

的印象里，汤红英“看起来不像老师”，甚至

她的课也和传统的大学课堂“不太一样”。

上课的教室设在二楼的会议室，“大家围成

一桌，开讨论会一样。汤老师还会拿自己的

作品开刀，让我们讲哪里写得好，哪里写得

不好”。

事实上，对于如何站稳大学讲台这件

事，汤红英也发怵过，“我不能浪费学生的

时间，怕自己的一点敷衍就会扼杀他们对儿

童文学的热爱，我不舍得这样子”。为了打

磨课堂，汤红英跳出舒适圈，拓宽自己的阅

读，往返于实践与理论之间，努力为学生开

辟出一方自由表达的天地。在学生徐暄越

看来，相较于强调纪律和规则的传统课堂，

汤红英更愿意把创作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她给了我们足够的包容和信任，鼓励我们

自由地创作”。

在成为大学教师之前，汤红英有着16

年的小学语文教学经历。打破规则，鼓励自

由探索的种子似乎从那时起就已经种下。

作为语文教师，汤红英从来不要求学生摘抄

好词好句，也不让学生写读后感，“除非他们

忍不住要写，那就写吧”。在她的教育观里，

比起成绩和排名，“给予学生自由成长的机

会，让他们有发现美的能力”这件事更重要。

一次，学校组织扫墓。回程的路上下雨

了，大家都在找地方躲雨，汤红英却忍不住跑

进雨里，仰着脸在雨里转圈，“春雨里的草啊，

树啊，庄稼啊，比平常更好看”。一些学

生也跟着她蹦进了雨里，水花溅起，学

生们“哇哇乱叫”。结果第二天，班里

37名学生只来了12名，“没来的都生病

了，我就上门道歉，但是没有一个人怪

我，都说下次还要去雨里玩”。

还有一次语文课，窗外起风了。看

着大片大片的树叶落下，汤红英当即决定

不上课了。于是，她带着全班学生爬到了校

园里的一座小山丘上，看了整整一节课的落

叶。多年以后，仍有学生告诉她，他们一直记

得那天看落叶时的感觉。汤红英一直坚信，

语文素养的培养不是靠反复机械的训练或是

背诵完成的。相反，“这些看似无用的经历会

让人的内心变得饱满，更有感受力，去支撑一

个人走得更远”。

想象力保卫战
“掉进手机里的小孩……”

“早上醒来，我发现爸爸变成了长颈鹿，

妈妈变成了鳄鱼……”

“一道闪电变成一条金色小蛇，落到大地

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

……

这不是什么秘密暗语，而是撬开想象力

的魔法“钥匙”。“钥匙”的设计者正是汤红

英。在过往的教学中，汤红英发现学生在创

作童话故事时，总会落入思维定式的窠臼，

“不是大灰狼就是小白兔，最后还要加上一

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童话不应

该是这样子的”。于是，她决定带着师生进行

一场想象力保卫战。

在武义璟园，有一幢徽派建筑风格的古

民居，汤红英的“童话书屋”就坐落于此。每年

春季是“童话书屋”最热闹的时候。学生“好像

进京赶考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一场

属于他们的童话盛宴——

“奇思妙想·童心飞扬”全国

小学生童话创作大赛。

汤红英是比赛的发起

人。在设计比赛规则时，她

只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

“家长和教师千万不要参与

修改，要让故事保持原汁原

味”。想象力是需要被保护

的，汤红英在多年的教学实

践中观察到，学生在创作中

不缺写作技巧，缺的是儿

童视角下的想象力，她想

让学生摆脱应试教育的束

缚，释放出天性，“把他们的

想象力给守住了”。

杭州市桃源小学语文教师唐睿会把汤红

英写的童话故事带进课堂，“汤老师的作品会

让人有一种代入感，不知不觉就被吸引了”。

空暇时，唐睿也会和其他语文教师讨论，在写

作教学时究竟怎么样的文字才会引人入胜。

她发现，越是与现实生活接近的，越是接地气

的文字，越能与学生产生共鸣。

学生梁若菡曾在首届童话创作大赛中折

桂。回忆自己的创作心路，梁若菡愿意把这

份幸运归功于真情实感，“从内心最真实的感

受出发，想象的大门自然而然就打开了”。从

2016年至今，汤红英的想象力保卫战已经持

续了近10年。“每次比赛结束后我都会偷偷

抹眼泪”，有不舍也有感触。“让想象力大爆发

一次”，她比谁都更想看见这个画面。

采访接近尾声，汤红英突然提议去浙师

大校园里的小山坡走走，“听说油菜花开了，

我带你们去看看”。初春的校园里，毛茸茸的

绿意才刚刚冒头。“这是银杏。这是梧桐。这

朵花我没见过，让我好好看看……”她像问候

老朋友一样，招呼着春天里的一草一木。或

许，在她的童话世界里，一个新的故事也刚冒

出了头……

叶玲玲和幼儿们
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汤红英创作的童话书籍。 （受访者供图）

汤红英（第二排左四）与儿童文学创作兴趣班的学生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