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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略

幼教中心开启园所“组团”发展
张丹

2008年8月之前，太仓的幼儿园均
附属于小学而设，缺乏自主权。对大多
数幼儿园来说，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的
发展，都受到严重制约。就连城区最好
的幼儿园，也面临着人财物的缺乏与教
师队伍持续发展的不足。这种情况，严
重阻碍了幼儿园的进一步发展。

痛则思变。如何才能改变幼儿园发
展的困境，是摆在当时太仓教育行政部
门面前的一道难题。于是，以幼儿园从
小学剥离为起点，我们探索出了一种全
新的管理模式——幼教中心统一管理，
开启了幼儿园“组团”发展之路。

立足当时的情况，我们意识到，幼儿园
发展受制约的主要原因是附属于小学，导致
幼儿园缺乏自主权，缺少积极性。因此，改
变的第一步必然是幼儿园从小学脱离。怎样
离？是逐步离、逐渐脱，还是一起离？从学
前教育全局发展出发，太仓市教育局提出了

“全面脱离”的思路。唯有全面脱离，才能
改变发展受制约的情况，获得根本性改变。

然而，将幼儿园全面独立，面临的是一
个个新困境。

困境一：园所发展差异大。由于城乡地
域差异，幼儿园在师资、办园条件、保教质
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独立后如何实现共
同发展、均衡发展是一个突出难题。

困境二：管理人员匮乏。由于长期附属
于小学，园长缺少独立管理园所的经验，尤
其在财务、人事、党群总务等方面的管理经
验几乎为零。幼儿园管理团队更是配置不
足，独立后将面临管理人员不足的难题。

基于此，教育局创新提出了成立“幼教
中心”，即将太仓市所有公办园与小学脱
钩，将同一区镇内的多所公办园组团整合，
组建幼教中心。通过管理体制改革，着力推
进全市城乡幼儿园均衡发展。这是具有区域
特色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创新，它既保证了
幼儿园享有办园自主权，又发挥了幼教中心
在人员、经费等方面的统筹协调作用，中心
内各园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快速
均衡发展。

幼教中心统筹管理下属各幼儿园的人、
财、物，组织开展中心内各园保育、教育等
各项工作，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集中力量改
变下属幼儿园软硬件相对落后的面貌。幼教
中心经费单独结算，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平
调、截留、挪用。

随后，一批批城区优质园的管理、业务
人才，调任乡镇幼教中心任职、任教。一期
期管理培训绵延开展，从园长课程领导力的
认识与学习到公办园的管理策略，从校园文
化建设到课程建设，从教师专业成长到卫生
保健工作要求⋯⋯量身定制的培训，让一批
批优秀、专业的幼教管理人员快速成长，实
现了幼儿园从附属到独立的平稳过渡。

幼儿园从小学剥离，
组团整合为幼教中心

幼教中心体制下的一体化管
理，真正打破了园所间的壁垒，实现
了人、财、物的统筹管理与调配，发
挥了教育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中心内哪所幼儿园骨干教师不
足，哪所幼儿园硬件设备相对落后，
哪所幼儿园建设项目需要经费，哪
所幼儿园今年面临生源超额、幼儿
入园难等问题，马上就可以进行中
心内的统筹调配，快速高效解决问

题。
比如，太仓市实验幼教中心

下 属 娄 东 、 实 验 、 华 盛 三 个 园
所。位于老城区的娄东幼儿园，
园舍面积小，生源聚集，面临入
园难问题。中心及时摸排生源居
住地情况，将一部分学区属于娄
东幼儿园，但居住地又相对临近
实验幼儿园的幼儿调整到该园就
学。由于同属一个单位，师资也

能灵活调配流动，教育质量又有
保障，家长也欣然接受，很快解
决了问题。

与 联 盟 或 者 集 团 化 办 园 不
同，幼教中心从性质上来说，是
完全合并的完整组织，也因此具
有彼此融合的天然优势。就如同
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中心内园所
间很容易突破隔阂的边界，彼此
深度融合。

人财物统筹，教育资源效益最大化

幼教中心体制下的一体化管
理，最突出的优势还在于它能通
过集中管理，对各个幼儿园内涵
发展发挥强大的引领作用。

每个幼教中心在中心层级的
管理岗位配置上，设有 1 名中心
主任、1 名分管业务的副主任、1
名分管后勤的副主任、1 名办公
室主任，分管明确，统领成效明
显。

中心主任需要对下属各个幼
儿园的管理进行全面指导，哪个
园薄弱就重点指导哪里，哪个园
有重大项目就蹲点哪个园指导，
哪个园有成果就总结成中心的行

动经验进行各园推广。
业务副主任统管中心内的教

研、科研、培训等工作。一个幼
教中心就相当于一个教研指导责
任区，在各园课程建设、教研实
施、队伍建设、课题研究等方面
凸显统整引领成效。如对园长、
业务园长开展课程建设指导，引
领各园管理者明确本园课程建设
思路，修订课程规划，优化课程
实施方案，做好顶层设计。在中
心内实施项目式主题教研，通过
教研螺旋推进，带动各园所开展
项目实践。

在中心层面，分层组建教师

培养团队，对骨干教师、青年教师、
新教师等不同团队，实施中心内统
一的团队培训管理，实现培训资源
的整合与共享，支持各园教师队伍
专业发展与提升。中心对各园课
题实施统一规范的网络化管理，对
课题实践活动进行深入指导，帮
助课题组解决实际问题并进行创
新实践。

比如，今年是浮桥镇幼教中
心主任陆莺英到乡镇幼教中心工
作的第 5 年。用她的话说，作为
一名中心主任，她走遍了中心内
每一所幼儿园的每一个教室，对
许多教师都留下了指导痕迹。

集中管理，引领园所内涵发展

幼教中心体制在实施一体化
管理的同时，也为各个园所的多
元化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幼教中心允许幼儿园自主确
定办园思路，而非将中心园的理
念复制到其他园所。各园本身就
具有不同的园情、生情背景，对
园所原有文化、课程、特色等的
保留与弘扬，可以让下属每个园
在协同发展的道路上走出各自的
特色步伐。

同样，在课程建设、教研实
施、课题研究等方面，我们始终
遵循中心统整、系统实施，同时
各园结合实际灵活开展的策略。

如在园本培训中，中心层面
进行全面规划，一部分课程由中

心层面集中培训，另一部分则由
各园结合本园所需自主开展，既实
现了中心的培训资源共享，又兼顾
了各园的个性化需求。如在项目
式主题教研开展中，我们要求各园
开展创新性实践，实现项目的个性
化推进。又如在课题研究中，中心
帮助各园审视园本研究实际，在各
自原有基础上寻求创生。

幼教中心的建立，重点解决
了区域幼儿园均衡、高质量发展
的问题，对发展受制约、地区学
前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区域来说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与教
育联盟或者集团化办园相比，幼
教中心在融合的同时，又保留了
各自幼儿园独特发展的空间与路

径，实现了园所的特色发展。
经过 13 年的实践，幼教中心

这一创新的管理体制，也得以不
断优化。一方面，逐步理顺了幼
教中心与幼儿园的关系，进一步
优化了中心管理职能，使其更好
地引领中心下辖各园优质均衡发
展。另一方面，调整优化了幼教
中心管理半径，从而确保了管理
精细化。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太仓市教
师发展中心）

为各园所多元发展提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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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市娄江幼教中心娄江幼儿园的孩子
们在观察蜗牛。 张珍 摄

（上接第一版）
农 村 幼 儿 园 教 育 资 源 相 对 较

少，却背靠广阔天地，为育人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素材。蔡榨是著名的
茶乡古镇，茶文化积淀深厚，也为
教育提供了天然土壤。在办园之
初，幼儿园就定下了“书香润茶
乡”的理念，用小小茶叶浸润小小
童心。教师们善用地域特色，结合
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形成属于自己
的教育体系，不但让孩子们体验到
动手动脑的乐趣，更培养了他们从
小就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

结合农村地域特色，该园还开
辟了全区幼儿园中面积最大的种植
区和养殖区。在丰收季节，孩子们
挖红薯、拔花生、挖土豆，脚踩泥
土，手拿小铲，体验农耕乐趣。在
养殖区，孩子们和小兔子交朋友，
用自己亲手种下的白菜土豆，将

“ 好 朋 友 ” 喂 养 长 大 。 这 样 的 陪

伴，形成了儿童和自然之间最动人
的联结。

巧用地域文化的同时，幼儿园
还想方设法，为孩子们打造了一片
充满快乐和惊喜的乐园。教师们在
窨井盖上绘制了卡通图案，一下子
为呆板的设施赋予了鲜活的气息。
教师和孩子们还在轮胎和木桩上描
绘出条条花纹，远看好似道道绚烂
的彩虹⋯⋯

“首先要让孩子们喜欢这里，把
幼儿园变成一座乐园，让教师成为
孩子们的‘小伙伴’，后面的育人环
节才能实现效果最大化。”就这样，
在教师们的细心呵护下，这所原本
并不起眼的农村园成了孩子们盼着
来又舍不得走的快乐天地。

打造平台力促教师专业成长

采访中，记者和一些农村园的
园长交流，问他们办园最大的难处

在哪儿，他们都会提到师资。对偏
远地区来说，留住好教师、培养好
教师，是托起教育希望的关键。

在蔡榨中心园，教师们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被看作一件重要的事。
无论是培训教研，还是课程实践，
蔡榨都力争为农村幼师职业素养提
升提供广阔平台。

幼 儿 园 压 担 子 促 教 师 快 速 成
长，抓教研助师资整体提高，干事
业让教师快乐幸福。教师邓萍、王
燕在大专毕业后入园工作。9 年里，
她们不仅先后参与湖北省和武汉市
多个重点课题的研究，更从原本的
教学新手快速成长为教科研主任、
年级组长，并被评为市、区先进班
主任、区优秀教师，论文多次获得
国家、省市级奖项。

“在这里工作是幸运且幸福的，
也是我个人成长最快的几年。专业
能力的提高，让我更加有了事业的

成就感和为人师表的使命感。”王燕
说。

教师们潜下心来做教育，让这
里的课堂别具一格。记者曾随机听
了吴梦媛老师的一节大班绘本阅读
课“叶子先生”，孩子们欣赏着精美
的画面，一边发出声声赞叹，一边
自由表达自己的理解。“枫树叶像我
们的手、像跳舞的裙子、像蝙蝠侠
的披风、像一只蝴蝶⋯⋯”他们对
不同的树叶展开无穷想象。而当叶
子变成各种动物时，孩子们也如变
魔术般，变出一幅幅生动有趣的粘
贴画作品。

这只是一次常规的教学活动，
可就是这样一节课，教师们在前期
也做了大量工作。做课件，收集掉
落的各种树叶，教学方案的编写与
预设⋯⋯尽管准备工作复杂，教师
们仍一丝不苟地做着，因为“为了
孩子，一切都值得”。

这所农村园缘何招生火爆

太仓市娄江幼教中心陆太仓市娄江幼教中心陆
渡幼儿园的孩子们与爸爸一渡幼儿园的孩子们与爸爸一
起玩起玩““滑步车滑步车””游戏游戏。。

宋蒙蒙宋蒙蒙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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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在濮阳县，全县 48 个

乡村首席教师工作室以校
本教研为依托，教师发展
共同体积极开展联片教研
活动。工作室成员全程参
与 问 题 诊 断 、 确 定 主 题、
研课磨课、成果展示、总
结提升，与“七个一”深
度融合，建立校本教研新
常 态 。 截 至 记 者 采 访 时 ，
该县乡村首席教师工作室
累 计 开 展 活 动 500 余 次 ，
扎实有效。

南乐县更是将工作室
教 研 工 作 夯 实 到 每 一 天 ，
要求工作室做到三年有规
划、年度有计划、月月有
主题、周周有活动、天天
有话题，活动有方案、方
案 要 实 施 、 实 施 要 总 结、
总结要提升。

让灵宝市焦村镇第一
中学教师张焕霞没想到的
是，她和工作室成员教研
的成果竟然会受到这么多
人的关注和赞赏——在工
作室的微信公众号上，张
焕霞与工作室成员将工作
室的点点滴滴通过精心编
辑，每周有计划地推送 3 至
5 篇稿件，在朋友圈分享
后，反响热烈。

“为了让工作室教研更
有实效、更具体可观，我
们要求每个工作室开通微信公众号等网
络平台，将每一期的教研成果发布出
来。通过网络平台的公开展示，敦促每
位工作室主持人带领工作室成员把教研
做实、做好。”许颜卿说。

今年 3 月，河南乡村首席教师系列
微信群成立，每天都有数十位首席教师
在群里分享其工作室公众号中的文章，
气氛很是活跃，收到理想的传播和交流
效果，成了首席教师们的“网上家园”。

“里应外合”
教学教研水平高起来

“如果工作室成员水平都差不多，
而且长时间没有高层次的引领，那么工
作室的教研很容易就变成了‘萝卜炖萝
卜’式的教研。”作为濮阳市乡村首席
教师岗位计划的指导专家，濮阳市第五
中学教务处主任、中原教学名师丁桃红
在多次调研乡村首席教师工作室后，有
了这样一种担心。

为了避免这样的“陷阱”，实现乡
村首席教师的持续发展，强化乡村首席
教师能力素质，2020年，河南省教育厅
列支经费 400 余万元，依托省内师范高
校进行了系统业务提升培训，进一步把
乡村中小学首席教师岗位计划试点工作
推向深入。

除了全省统一培训，各地也都重视
乡村首席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将乡村首
席教师培训纳入全县教师培训培养体系
和培训规划，加强乡村首席教师教学教
研能力，校本教研组织、指导、培训等
能力建设，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
方式，对乡村首席教师进行培训培养。

“ 每 周 都 有 线 上 和 线 下 的 教 研 指
导，同时也在让工作室主持人跟进课题
研究。”濮阳市开德小学副校长、中原
教学名师何风彩作为濮阳县文留镇王爱
红乡村首席教师工作室的学术顾问，对
工作室进行“一对一”的专业化指导。

这样的一对一指导并非个例。为了
实现对乡村首席教师工作室的持续性、
高水平引导，濮阳县在全市范围内遴选
专家、名师担任首席教师工作室学术顾
问，共选聘市级学术顾问 6 名、县级学
术顾问76名，加强对乡村首席教师工作
室业务指导⋯⋯

此外，濮阳县还在教师培训体系之
外开设专门项目，先后邀请河南大学教

授魏宏聚等国内知名专家来
到濮阳县，对乡村首席教师
进行学科教学、梯级教师发展
等方面的专业培训；南乐县先
后组织 36 名乡村首席教师赴
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
进行以“课堂教学能力提升”为
主 题 的 高 端 研 修 ⋯⋯ 不 过 ，
总体来看，各地的培训质量
参 差 不 齐 ， 需 要 进 一 步 提
升、优化。

“平时，通过网络平台远
程培训、指导、交流；学期
中，协调、组织名校跟岗实
习；假期中，到省内外参加
长时间、高级别培训⋯⋯下
一步，我们将根据各地实际
情况和教师工作情况，建立
一个高水平、全方位的培训
体系，实现乡村首席教师的
全方位成长与提高。”河南省
教育厅教师教育处二级调研
员田少辉告诉记者。

辐射带动
让更多教师跑起来

一 个 乡 镇 的 教 师 有 很
多，可乡村首席教师有限，
乡村首席教师工作室的成员
也不多，如何才能实现“充
分 发 挥 他 们 的 示 范 引 领 作

用，带动当地乡村教师提升教育教学水
平”的目标呢？

调研发现，各地各工作室基本都以
乡村首席教师为核心，形成了本乡镇区
域学科教师的发展共同体，带动本乡镇
或学区的教师教科研工作，但各地做法
不尽相同——

卢氏县，位于秦岭余脉的伏牛山
区，受地形影响，在这里，乡村首席教
师工作室成员遴选不局限于本校、本乡
镇，而是根据地形地势把周围乡镇学校
的教师也纳入其中，工作室的核心成员
来自周围不同乡镇，每周一次聚集在一
起共同开展教研学习活动。

南乐县通过有乡村特色的“168”
模式实现辐射带动，即 1 名乡村首席教
师带领 6 名核心成员，1 名核心成员引
领 8 名一线教师，以本乡镇为原点，尽
可能地把周围乡镇划进辐射范围。

信阳市罗山县对乡村首席教师送教
下乡作出了明确规定——小学教师每学
期至少两次，初中教师每学期至少一
次，实行本乡镇强校带弱校，每名首席
教师负责联络一所村级小学，提升薄弱
学校的教师教学业务能力。

新乡市卫辉市刘海华乡村首席教师
工作室筹划了每月一次与兄弟学校的

“手牵手”教学研讨交流活动，同课异
构、赛课展示，同一个舞台上，碰撞出
不同的成长火花⋯⋯

“各地都探索出了一些可借鉴、可
复制的经验做法，接下来，我们将通过
召开全省乡村首席教师工作现场推进
会，推介各地优秀经验做法，推动乡村
首席教师试点工作继续向深、向实。”
田少辉说。

“我是一名特岗教师，期满后我还
是选择留在这里，不只是对这片土地有
了感情，更是觉得在乡村首席教师工作
室里获得成长的机会更多。”年轻女教
师赵珊珊，是濮阳县文留镇东王庄小学
教师，也是王爱红乡村首席教师工作室
的核心成员。面对记者，赵珊珊面带微
笑：“我现在好像越跑越快，工作没几
年就加入国家级课题的研究团队当中
了，以前根本不敢想⋯⋯”

经过近两年的探索，河南乡村中
小学首席教师岗位计划工作成效逐渐
显现——这样的成效不是一串串冰冷的
数字，也不是一个个罗列的奖项，而是
一名名普通的乡村教师获得真实成长之后
流露出的满足笑容，是一个个决定为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师资队伍保障的坚定信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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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苏省淮安市洪泽湖幼儿园举办“幼儿创意生活技能”比赛，通过穿鞋
子、叠衣服和过独木桥等项目，锻炼小朋友的生活技能。图为小朋友在参加穿鞋子
比赛。 万震 摄

比比生活小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