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2月21日 星期日

02 主编：纪秀君 编辑：纪秀君 设计：王保英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17 邮箱：jybxqbj@163.com QQ群：292054036

学前周刊 保教·

在生活化教育理念视域下，随
着对儿童学习与发展研究的深入，
走进自然的儿童学习路径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重视。在我们看来，道法
自然，敬畏自然，师从于自然，当是
儿童成长中应该建立起来的人生观
之一。这里所谓的“自然”包含了两
层含义：一是引导幼儿向自然学习；
二是教育要遵循幼儿的自然天性，
即遵循儿童发展的内在规律。

当然，自然教育并不是一个新
鲜的观点，当下很多幼儿园都在践
行自然教育，但在实践中，我们往
往感到困惑的是：我们身边不缺自
然，缺的是教育，如何在儿童、自
然、教育三者之间建立有效的联
结？如何在自然主义教育实践中找
寻到真正具有“自然味”“儿童
味”的文化表达系统？这就需要我
们在办园思想、管理机制、课程创
生、环境创设等方面，不断地打
开、突破与重建。所有这些，如果
要聚焦到一点的话，那就是课程建
设。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我园初
步形成了自然教育课程开发的三条
主要路径：

自然教育课程——

找寻有“自然味”的幼儿教育
宗颖

保育有道

山东省淄博
市实验幼儿园教
学园长，正高级教
师，全国“万人计
划”教学名师、全
国中小学优秀校
长领航工程学员、
山东省特级教师。

栏目主持 王翠霞众所周知，营养均衡，不挑食、
不偏食对于生长发育迅速的幼儿来说
尤其重要。但是，让自控能力较差的
幼儿面对色香诱人或者“难以下咽”
的饭菜有所调控，的确是一件比较困
难的事情。在幼儿园里，你有没有见
过这样的情景呢？

香喷喷的饭菜刚端进餐厅，大壮
就闻到了红烧肉的香味。“哇！美味
的红烧肉来了，我的最爱啊！”取餐
时，大壮将满满两大勺红烧肉舀到了
自己的盘子里，一会儿就吃光了。只
见他舔着嘴唇上的汤汁，端着盘子又
去取了一份红烧肉享用起来。

孩子们开始排队取餐了，只有瑶
瑶坐在原位不动，我知道今天的蘑菇
汤又让她“为难”了。于是上前问她：

“宝贝，今天我们只喝一小勺蘑菇汤可
以吗？”瑶瑶抿着嘴巴点了点头。

这样的情景，想必每天关注幼儿
进餐的老师都能引起共鸣吧！那怎样
才能保证幼儿进餐时各种营养的均衡
摄入呢？下面，请跟随大班幼儿的思
辨活动“吃多少？我会取”来看看
吧。

教师：“大家快来看看，今天的
午饭都有什么好吃的？”幼儿：“有馒
头 、 大 虾 、 肉 末 彩 椒 、 菠 菜 蛋 花
汤。”教师：“哇！太丰盛了！前几
天，咱们从营养师那里知道了，一顿
饭吃几个馒头、几只大虾最合适呢？”
幼儿：“两三个馒头、两三只大虾。”教
师：“对了，那小菜和汤菜吃多少最合
适呢？今天咱们都来给自己做一份午
餐计划，看看谁的搭配最合理。”

孩子们开始制订自己的午餐计
划⋯⋯

教师：“午餐计划都做好了，先
来看看大唐的计划表：两个馒头、三
碗汤、五勺肉末彩椒、三只大虾，这
样搭配有没有问题呢？”垚垚：“他吃
得太多了！”渝渝：“吃多了不健康，
肯定会消化不好。”

教师：“看来大家都发现了这个
问题，把大唐搭配的每一种食物加在
一起，的确是太多了，吃了以后肠胃
一定不舒服。每顿饭都吃这么多的
话，时间长了可能真的会生病。咦，
这两份记录表大家发现有什么问题
吗？”猫猫：“萱萱在菠菜汤上写了 0。”
瑞瑞：“天天还要吃 5 只大虾呢！”天
天：“我就是喜欢吃大虾，所有的海鲜
我都爱吃。”成成：“你得管住你自己，
不然大虾的营养就太多了。”

教师：“肯定有的小朋友会像天
天那样，有特别喜欢吃的食物，那该
怎么办呢？”渝渝：“喜欢的话只能多
吃一点点。”悠悠：“让爸爸妈妈经常
给你做不就行了吗！”教师：“好主

意！喜欢可以经常吃，但是在一顿饭
中吃这么多，营养就超量了。咦，萱
萱为什么写了0呢？”萱萱：“我不喜
欢吃菠菜。”岳岳：“菠菜里面有维生
素，缺少维生素你就生病了。”毛
毛：“吃的时候可以和喜欢的菜一起
吃，就不会觉得难吃了。以前我不喜
欢吃木耳，妈妈就让我这样吃。”

教师：“这个办法真不错！如果
我们遇到了不太喜欢的食物，也可以
试一试。孩子们，身体缺少了哪一种
食物，营养都会不全面的，所以每种
食物都要吃。再来看看糖糖的记录
表，两碗汤、一份肉末彩椒、两个馒
头、两只大虾，这样搭配好不好？”
熙熙：“我觉得很好。”教师：“好在
哪里？”熙熙：“他什么都吃，不挑
食。”冉冉：“他吃得不多也不少。”

教师：“说得对！通过今天的午
餐计划，我们又长了不少进餐的新本
领：馒头、小菜、汤菜、大虾，每种
食物都要吃，而且要像糖糖这样，每
种食物吃合适的量，每天都这样吃才
能营养全面，身体才会健康。”

每一次配餐，孩子们都会有很多
自己的思考，集体思辨和分享的过
程，不断积淀着他们营养均衡的意
识，而这样的意识也在不断引导着他
们有意调控自己的饮食行为。比如，
每样食物都要吃，每一种要适量吃，
喜欢吃的要有所控制，不喜欢吃的也
能慢慢地、主动地去吸纳。

这种意识和行为的培育，仅有思
辨与讨论是不够的，还需要伙食制
作、餐具选择上的用心支持。比如，
选购大虾时，单只重量 20 克左右；
精心选择公用取餐勺的大小，通过两
勺炒菜、两勺汤等，量化炒菜、汤菜
中维生素、蛋白质等主要营养成分的
摄入量。有了这些量化的条件支持
后，幼儿就会在取餐、进餐的过程中
主动调节，将营养均衡的理念和行动
融为一体，在不断的重复和练习中，
慢慢沉淀为健康的、终身受益的生活
方式。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实验
幼儿园）

吃多少？我会取
刘静

课程建设

自然教育观是要让儿童回到充满
生机与活力的自然，回到儿童自然的、
生长的节奏，回到真实的、复杂的生
活。我们的教育则要去应和节奏，开
放“没有边界没有围墙”的学习世界，
营造一种舒适、生态的教育环境和氛
围。

毋庸置疑，自然、社会、生活是幼
儿学习最丰富、最生动的来源，是幼儿
教育的必然取向。苏霍姆林斯基视大
自然为“活的思想的发源地”“取之不
尽的源头活水”。陈鹤琴先生早在上
世纪 40 年代就提出了“大自然、大社
会都是活教材”的活教育理论，可见大

自然对儿童存在的教育价值何其珍
贵。

基于此，在课程内容选择上，我们
更多地凭借地方资源，针对各种资源
的性质和典型特征，甄别、优选出符合
幼儿年龄特点、贴近幼儿生活且具有
教育价值的资源，将之有机整合进不
同的课程实施计划中，制定相应的课
程实施方案。

从所处区域背景看，我园坐落于
福地常熟、地处虞山北麓，土壤膏
沃、岁无水旱的平原气候孕育出钟灵
毓秀、物产丰裕的生态环境。通过对
虞山资源的梳理聚焦，我们以“自然

资源”与“人文资源”两条主脉络引
领，分别架构出“山之物——自然探
究益智课程”“山之魂——亲子体验生
活课程”“山之坊——怡情山水艺术课
程”这三大课程板块。每一课程板块
下又延伸出多个目录分支，例如，“自
然探究益智课程”下设有养植课程、布
艺课程、泥趣课程，“亲子体验生活课
程”下设有阅读课程、远足课程、饮食
课程，“怡情山水艺术课程”下设有创
意课程、曲艺课程、建构课程。而后，
根据课程所涉及的领域进一步细化分
解，生成子单元主题，例如，养植课程
细化为采菌蕈、寻草药、探虫鸟三个子

单元，布艺课程细化为好看的布、好玩的
布、有用的布三个子单元。通过分层梳
理，层层推进，以保证虞山资源与儿童经
验间建立起一条自然、适宜又时时充满
挑战的通道。

在对这些资源从“1 到许多”的演
变中，我们深切感受到：自然的教育是
无声无痕的，它给孩子们的远不止知识
的丰富、能力的拓展、精神的愉悦⋯⋯
孩子们浸润在大自然中得到的礼物，远
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和意料，因为它给孩
子们的是生命融合的整体性教育，吻合
了“给幼儿以完整的眼光”的教育主
张，体现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教育观。

资源+：以“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两条主脉络引领

环境，是开启幼儿学习的一把钥
匙，也是幼儿园的课程内容之一。为
了让环境真正成为课程，我们将儿童
元素、自然元素纳入到功能室建设
中，站在儿童的视角去改造和设计幼
儿园，将“游乐自然”的办园理念融
入到环境规划中，从儿童的视角凝练
绘制“自然教育”的关键概念图谱，
让园里的每一个空间“说话”，更好
地支持儿童自然真实的表达。

具体来说，一方面改造室内专用
功能室：从自然资源入手，在室内创

设了布艺坊、印刻吧、百草园、木工
坊等专用教室；另一方面改造户外游
戏坊，将幼儿园最初设计中的西面停
车位改造成幼儿游戏坊，创设了草编
坊、石艺坊、农耕坊、泥趣坊等，这
些特色坊、功能馆的改造，不仅拓展
了幼儿学习的空间，而且展现出与众
不同的文化感召力，形成彰显美学意
蕴的幼儿成长空间。

为了让幼儿的学习看得见，我们
在管理机制上，采取以下一些变革措
施：一是采取周期式活动，即打破各

班轮流进室的传统模式，而是根据各
坊可容纳的幼儿数，在幼儿自愿报名
的基础上，混龄编班，以一个学期为
一个周期，“一坊一周期”的形式使
学习更有深度。二是采取菜单式活
动，即幼儿自主选择“菜单”，根据

“菜单”进行指定命题创作，在一个
周期结束后，开展作品展示会，接受
同伴、家长的评价，以此达成幼儿一
个周期内的体验与发展。三是采取联
动式活动，即以一张“订单”打破坊
与坊、材料与材料的学习界限，幼儿

不再是单一地在工作坊内完成创作，而
是可以走出自己所在的工作坊，进行互
动联合创作，共同解决问题。

这些管理机制的介入，目的是为了
打破学科界限，有机组织课程内容，灵
活运用多种教育手段和方法，从而唤醒
幼儿经验，让幼儿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
用中获得完整发展。如此，在生态、自
然、富有野趣的工作坊游戏活动中，幼
儿与环境、材料、同伴、教师亲密互
动，体验探究的乐趣，收获成功的意
趣。

工作坊+：将“游乐自然”理念融入环境规划中

幼儿的学习不是独立的，而是在
幼儿园、家庭、社区的相互作用中建
构的，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建构知
识、情感和人格的。因此，在自然教
育课程建构中，我们始终秉持的一个
理念是“全息化”，即以“全要素”

“全方位”“全参与”的重组思维架构
课程内容，通常以主题节的方式串联
生发出一系列的学习体验活动。

依托虞山文化的张力，我们创设
了“山之灵生态节”“山之趣民俗
节”等主题节日，在这些主题节日

中，涵盖了社会、科学、艺术、语
言、健康多领域的教育内容，从而使

“游乐自然”的理念渗透落实到流程
管理、教师成长、家长参与等各个方
面，有效丰富了幼儿园课程的表达。

例如：结合“山之灵生态节”，
我们将二十四节气转化为幼儿的课
程，在春分日开展了“草长莺飞间·
春分农耕乐”习俗体验活动。小班幼
儿通过“春耕讨论会”制订春耕计
划，在教师和保育员的协助下，开垦
土地、播洒希望、精心耕耘。中班幼

儿走进田间地头采集美味，初步感受
采草头、择草头、做草饼等传统活
动。大班幼儿玩起了民间游戏“竖
蛋”，亲身体验了画春牛、赠春牛的习
俗。此外，我们带领幼儿进行“谷雨前
后，栽瓜种豆”“惊蛰种花生”“秋分挖
莲藕”等活动，把握自然教育契机，将
传统农耕文化引入常态化教育，让幼
儿感受到华夏祖先凝结在时间里的智
慧。在这师幼共建的“有根基”的游戏
环境中，孩子们在“润物细无声”式的
人文滋养中，亲历家乡文化，进而对传

统文化产生认同和共鸣。
在这几年的课程实施中，我们深刻

体会到：每一个课程，都是基于自身园
所土壤而产生的，即便课程形态不一，
但骨子里的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指向
儿童自由、完整、富有质量的发展。自
然教育课程，说到底，就是“回归儿
童、回归生活、回归自然、回归传统文
化”，我们教育者所要做的，就是致敬
童年的多样，善纳儿童的成长。

（作者系江苏省常熟市游文幼儿园
园长）

主题节+：以文化资源为载体建构自然教育课程

江苏省常熟市游文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捡落叶江苏省常熟市游文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捡落叶。（。（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这是一所朴素、自然、美好的小微园；
这里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景；
事实上，来到这里，令人驻足的不仅有美

丽的景观，还有一群幸福快乐的孩子。
这里就是开元名郡幼儿园。建园两年来，

开元名郡幼儿园厚植文化沃土、铺就人生底
色、深耕特色课程、打造办学特色。目之所
及，每个孩子的笑容交织在一起，侧耳倾听，
幸福的音符四处响起。

厚植文化沃土
筑牢“人生底色”

开元名郡幼儿园有着花园般的户外活动场
地，朴素、自然、简约、单纯、真实的设计风
格让孩子们在园子里自在地生活、游戏。“E、
C、N、U”四个英语缩写的含义充满了幼儿
园的每个角落，E 代表着 Explore （探索）、C
代表 Create （创造）、N 代表 Nature （自然）、
U 代表 Ubiquitous Education （无处不在的教
育）。同时幼儿园还设计了 600 多平方米的微
笑农场，这里分别设有种植农场、花果园、

饲养园、野餐区、小厨房、种子博物馆、农
具博物馆等，幼儿园创新性地将自然植物、
美育、劳动教育、食育课程等有机融合，让
园里的每一株花草树木都成为幼儿园的教育
理念、课程实施的载体，这里俨然是一个以
儿童为中心的学习生态园，更是一片让人倾
慕的“希望田野”。

如果将幼儿园比作大厦建造，生态园比作
夯基垒台，那么“一中心、七坊、三廊”则是
幼儿园的内部精装修。

“一中心”是以食物为载体，以“儿童发
展”为核心，强调课程与自然、文化的深度契
合，强调儿童学习的生活化和游戏化，着力构
建“儿童食育研究中心”。

“七坊”是由食育坊、陶艺坊、扎染坊、
鲁班坊、造型坊、丹青坊、色彩坊组成的活动
综合体。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的“七坊”
各具特色，各有各的教育理念，但变的是形
式，不变的是教育的初心，通过不同形式的实
践操作，增长孩子们的知识，引领孩子们健康
快乐成长。

其中，食育坊的教育理念是养幼儿身、育
幼儿心，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
验的不断改造。生活就是一种教育，而食育则
是一种生活。扎染坊则是通过扎染这项传统的
手工技艺，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体验着游戏的多
种乐趣。色彩坊的教育理念则是彩在指尖、
美在心间，色彩坊就像一个工作场，丰富多
样的材料和自由宽松的环境为幼儿创设了自
由、大胆的创作空间和发展天地。鲁班坊理
念是传承工匠精神，教会孩子用手做事情，
锻炼孩子的专注、坚持、耐心、严谨等优秀

品质。玩泥巴是孩子的天性，玩中学可以更
好地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因此陶艺能带给
孩子无限的快乐，同时陶艺是手、眼、脑协
调互动的过程。造型坊则是让孩子们通过寻
找自己感兴趣的材料进行艺术创作，如剪贴
画、黏土画、穿手链等，让幼儿在自由的创
作空间里，培养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
表现美的能力。中国书画具有简练、概括的
特色，挥洒自如，变化无穷，痛快淋漓，让
幼儿大胆创作，不受约束地去表现美，创新
审美、传承美学的教育理念在丹青坊里被表
现得淋漓尽致。

“三廊”是充分利用走廊精心设计的活动
场地。攀爬、奔跑、跳跃这些活动对孩子的
身心发展来说必不可少。一楼的健康走廊给
孩子们运动玩耍提供了无限可能。二楼艺术
走廊则是依托家乡特色资源，以幼儿的参与
为主线，挖掘幼儿创造力和协作精神，巧妙
取材、精心布置。位于三楼的科探走廊依据
探索、发现、创造，紧贴幼儿需求，通过一
系列别具匠心的乐高区，让孩子置身于科学
的海洋，在亲自参与互动中感受科学的奇妙

之处。
“一中心、七坊、三廊”的精心设计，为

孩子们的成长赋能。

深耕特色课程
打造“办学亮色”

开园两年来，开元名郡幼儿园一直致力于
建立一种“回归儿童、回归生活、回归传统、
回归自然”的食育 STEAM 课程探索模式。

建构食育 STEAM 课程体系，以食物为载
体，以文化为核心，从儿童的兴趣出发，融合
一日生活，以儿童喜欢的游戏化、操作化活动
为主，将课堂设置在幼儿园、家庭、社区及大
自然中，让儿童在种、做、品、养中习得能
力。

食育STEAM园本微课程以“三阶目标、四
课堂、N场所”为依托，形成“生产食材+制作
食物+品尝美食+营养吸收”等一体化的食育
STEAM实践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幼儿园每年都会举办“春
之声、夏日美美节、秋之运、冬日暖暖节”四
大特色活动，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展示自己，
为每个孩子打造释放自我的平台，成就孩子是
每个郡幼人的心声。

在这里，处处是希望。幼儿园的使命就是
帮助这些未来的希望破壳、生长、结出果实。

（萧山区城厢幼儿园开元名郡分园园长
周峰）

奏响美好童年的幸福乐章
——聚焦杭州市萧山区城厢幼儿园开元名郡分园品质化办学

周峰园长和孩子们在一起周峰园长和孩子们在一起

（上接第一版）
王沪宁在主持会议时表示，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
瓴，视野宏大，思想深邃，深刻阐
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
义，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
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为我们开展
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各级党委 （党组） 要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
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学习教

育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
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
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会
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各省区
市和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领导班子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
门、各人民团体，中管金融企业、中
管企业、中管高校，军队有关单位主
要负责同志，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
团成员等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