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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游戏中，教师该在一旁“看戏”吗
李丽玲

为逐步实现县域内教师聘用、管
理、流动、退出制度化，根据要求，我市
教育系统推行了“县管校聘”。

改革后，教师身份由“单位人”转
为“系统人”，实施岗位聘用合同制，全
面推行教师竞聘上岗，并试行校内竞
聘、市内竞聘、统筹调剂的多轮竞聘上
岗制度，实现了教师能上能下、能进能
出。此项改革还要求强化绩效考核管
理，激励先进，鼓励多劳多得，优绩优
酬，拉开教职工分配差距。

初行阶段，教师们有了危机意
识，懈怠情绪没有了，接受满负荷工
作的人多了。适岗竞聘让每个人都找
到了适合的岗位，这项管理改革无疑
取得了阶段性成功。

然而，学期结束时，和一位教师的
谈心却引发了我的思考。交流中，这
位教师说：“王园长，我明年就准备主
动到乡镇幼儿园去了。”我非常诧异，
这位教师的大宝上城区高中，二宝刚
上城区小学，正是需要陪伴的时候，为
何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她说：“我特意看了一下今年的量
化考核分，我属于最后了，明年‘县管
校聘’肯定要流出去了，我很焦虑，与
其这样，不如自己先出去。”她告诉我，
她很爱这份工作，自己对班级管理和

教学都很用心，所有精力都花在了班级
日常工作上。但是，她没有写作的习惯，
觉得只要踏踏实实工作就可以了，因此，
在量化分值上偏低。确实，这位教师日
常工作勤勤恳恳，话不多，但很踏实，这
次和我交流，应该是考虑很久了。

这番谈话让我深思，改革在体现优
势的同时，也很容易让教师们将关注点
放到影响竞聘结果的量化考核上。量化
考核积分根据日常绩效考核管理评价细
则得分，师德、出勤、教育教学工作情况、
个人实绩等部分按比重核定。量化积分
是对每位教师日常工作的公平考量，直
接影响其竞聘上岗。积分若靠后，将进
行下一轮竞聘，若再不足，可能会被分配
到县域内其他严重缺编园所。而在此之
前，超编园所教师若主动提出外调，将有
自主选择权和相应的奖励政策，以鼓励
教师主动流动，资源均衡分配。

是不是所有教师都在关注量化分
值？过分关注这一项是不是会引发教师

“内卷”？如何化解？教师做的是创造性
工作，有些是不能单纯以量化分值来衡
量的。只有将教师的心思安放到对工作
的热爱和对教学的研究上，让教师在各
自的舞台上找到获得感和存在感，这才
是“县管校聘”的真正出发点和落脚点。
而这，需要正确引领并提供平台。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工作调
整与落实。

第一，深入解读细则，寻找自身定
位。新事物出现后，在不了解清楚的情
况下很容易造成恐慌。为此，我们带领
教师们重新解读考核细则，一一分解每
一块的考核指标，让教师们了解，每一个
指标到底对应什么标准，如何达成。

我们了解到，师德这一项硬性指标
是红线，毫无疑问应严格落实。基本情
况包含个人工作量和保教质量，教师满
工作量，不同岗位和保教质量情况对应
不同分值，公平公正，合情合理。而让
教师们有压力的主要是个人实绩，它包
含教育竞赛和教科研。有的教师不擅
长，或者平时不注意积累就会失分。对
这一项，教师们普遍认为，平时要多参
与一些教育研究与各级各类活动，同时
也希望有更多展示机会。于是，我们引
导每位教师对照指标，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列出了发展目标和需求菜单，以
便我们有针对性地提供平台。

第二，提供展示舞台，实现既定目
标。对照教师们的目标与发展需求，我
们提供了不同层次的平台，供他们展示。

比如，成立项目共同体、新教师工
作室、青年教师成长营等。有经验和专
长的骨干教师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兴趣，

参与或领衔某一项活动，建立相应的机
制，大家通过付出劳动和成果辐射获得
相应积分。一些青年教师则可以在每次
活动中得到进步的同时，同样获得成长
积分。

第三，价值文化引导，增强团队凝聚
力。“县管校聘”不是制造矛盾，而应点燃
教师的发展内驱力，让教师和幼儿园共
同成长。

为避免教师因个人积分竞争引发
“内卷”，我们倡导共同发展，同时，营造
“在一起，共生长”的文化。在项目研究、
年级组活动等过程中，我们均实行共赢
共进，只要为团队发展贡献了力量，每
位成员都有奖励。

这一举措，让团队的凝聚力大大提
升，教师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了。对于
平时默默无闻、踏实工作的普通教师，
我们也努力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在各类
评优评先中也能看见他们的名字。为提
高教师的积极性，我们还设置了创新风
采奖、研学风采奖、奉献风采奖等11
类奖项，人人都能自主申报，考评组层
层评选，结果公示，集体颁奖。

在这样的氛围下，教师们干劲十足，
有了许多新突破。刚入职一年的尹老师
在丹阳市新教师考核中被评为优秀、入
职两年的万老师获得丹阳市“新秀杯”教
学活动一等奖。那位打算主动调走的教
师，也首次被评为年度考核优秀……

今年将实施第二轮“县管校聘”，
这一轮“适岗竞聘”采用“合格性竞
聘”方式，只要岗位不超，无须再外出
流动。我再次征询那位教师的想法，她
笑着说：“园长，这次我不想出去了。”
（作者系江苏省丹阳市南门幼儿园园长）

量化考核，如何避免教师焦虑
王红花

管理案例

“在自主游戏中，作为教师，我要完全放手鼓励孩子去探究问题，解决问
题，还是引导孩子一起去挖掘更有教育价值的生长点，去支持孩子的游戏，
让自主游戏一直‘有戏’下去？”这是笔者在参与教研时听到的问题。

在幼儿园倡导自主游戏的背景下，教师很容易遇到以下问题：第一，
把放手当放任，认为只要教师介入，幼儿就不自主了；第二，教师知道要

适当介入，但发现不了有价值的游戏生长点；第三，找到了生长点，却不
知道如何引导幼儿把游戏玩得更深入。

如何帮教师找到放手与引导之间的平衡点？如何引导教师寻找有价值
的游戏生长点？如何让教师学会支持幼儿？我们分别探索了现场诊断式研
讨、游戏案例回放研讨、集体对话教研等方法。

只要有教师介入，游戏是否就不自主
了？这是教师们普遍面临的困惑。带着
这个问题，我们走进班级，结合大班游戏案
例“有趣的螃蟹”进行研讨。

游戏案例：有趣的螃蟹
沈老师带了两只螃蟹放到班级，幼

儿一下子围了过来。
依柔：你们看，螃蟹眼睛下面有东

西一直在动。
静涵：那是嘴巴，螃蟹在吃东西。
舒言：螃蟹怎么喝水呢？
思予：螃蟹是用嘴巴吸水喝的。
千逸：我猜螃蟹用大钳子夹住水，

把水送到嘴里喝。
老师：螃蟹是怎么喝水的，要不大

家回去问问爸爸妈妈？
隔天回来，孩子们又讨论开了。
昊轩：我爸说螃蟹在呼吸时会从身

体后面吸水，水就会藏到它的肚子里。
洋溢：不对，我昨天和妈妈一起看

到视频里螃蟹是用嘴巴喝水的。
老师：昊轩和洋溢说的不一样，谁

的答案是正确的？
千逸：老师，我们也看看螃蟹喝水

的视频吧。
幼儿知识储备有限，于是提出要看

视频，这时教师要继续放手鼓励幼儿自
己去探究，还是支持幼儿看螃蟹喝水视
频得出答案？支持幼儿看螃蟹喝水视频
从而得出结论，是不是就打破了幼儿自

主探究的进程？
为帮教师们理清混乱的思维，我们

打算做小组实验。我们在一个大班分两
组进行实验，一组通过看视频了解螃蟹
如何喝水，另一组实地观察。

第一组观看视频后，对螃蟹怎么喝水
更好奇了，连续要求看了好几遍。他们终
于弄清楚了，原来螃蟹是用钳子围住水，
像吸奶茶似的把水吸进肚子里。

第二组实地观察螃蟹，幼儿焦急等
待了很久，始终没发现螃蟹要喝水，一
直追问老师：“螃蟹怎么不喝水呀？”他
们最终也没等到，失望极了。

实验结束后，教师们意识到，螃蟹
喝水现象比较难遇到，基于幼儿的探究
需求，借助他人拍摄的视频可以更好地
帮幼儿准确了解螃蟹喝水的状态，满足
幼儿当下的探究欲望。而且，这种支持
不是教师强加的，是幼儿在无法获得相
关经验的基础上，教师给予的适当支持。

教师的引导和游戏的自主看似有矛
盾，但并非如此，这里面有个核心问题：幼
儿有需求，如果教师不提供支持与帮助，自
主游戏就进行不下去。幼儿提出要看螃蟹
喝水的视频，这是幼儿发起、成人支持的游
戏。教师在这个环节成为游戏的支持者，
与幼儿一起寻找螃蟹喝水的科学方法，这
并不是教师掌控下的游戏，而是追随幼儿
探究的需要适时出现，让自主游戏不断延
续下去的必要环节。

现场诊断：介入游戏是否就不自主了

要重视游戏中的生长点，只有找到
生长点，教师在游戏中的介入才有意义，
游戏也才会更有质量。但面对幼儿五花
八门的问题，如何寻找有教育意义的游戏
生长点，如何助推游戏生长，是教师最大
的困惑。于是，我们找来了一个游戏案
例，通过回放进行观察分析。

游戏案例：蚂蚁
一次户外活动，幼儿无意间发现墙

壁上的洞洞，引发了观察讨论。
凯阳：看，墙壁上有好多小洞洞。
子悦：有好多蚂蚁，这是蚂蚁的家。
嘉惠：小心点儿，蚂蚁会咬人的，

我以前被蚂蚁咬过脚，很痛的。
子悦：那是黑蚂蚁，黑蚂蚁会咬人。
陈卓：不对，红蚂蚁才会咬人！
子悦：蚂蚁吃什么？蚂蚁会吃叶子

吗？
凯阳：我们摘点儿，看它吃不吃。
关于小蚂蚁，讨论还在继续……
教师听了幼儿的讨论，梳理出三个

游戏生长点。生长点1：蚂蚁长什么样
（引导幼儿说出有头、胸、腹还有触角等）；
生长点2：了解蚂蚁（查阅资料并观看图
片、视频，让幼儿再次认识蚂蚁的基本特
征）；生长点3：观察蚂蚁——把蚂蚁放在
科学实验区，让幼儿用放大镜观察。

对此，我抛出第一个问题：大家判
断一下，这些是真正有意义的生长点吗？

讨论后，教师们都觉得它们不是真正
的生长点。首先，没有回应幼儿的兴趣：

“蚂蚁到底吃什么”“红蚂蚁咬人还是黑蚂
蚁咬人”。其次，还停留在传统的知识传
授阶段。

基于教师们的困惑，我又抛出第二
个问题：到底什么才是有教育意义的游
戏生长点？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教师们展开了第二轮讨论，通过讨
论，主要形成以下两点意见：

第一，生长点应源于幼儿的探究愿
望。教授式、灌输式的观念仍然存在，
这导致教师在倾听幼儿的问题后，没有
追随幼儿的需要去思考，情不自禁会出
现“我来告诉你”之类的回答，幼儿失
去了探究的机会。

第二，生长点应聚焦幼儿的真问
题。在“蚂蚁”案例中，幼儿问的都是
他们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教师只需要追
随幼儿的兴趣，跟他们一起探究“蚂蚁
会咬人吗”“蚂蚁喜欢吃什么”等问题就
够了，不用绞尽脑汁寻找生长点。

通过第二次讨论，教师们对生长点
从哪里来，如何挖掘有教育价值的生长
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游戏案例回放：寻找有意义的生长点 漳州市实验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观察荷花池里的小青蛙。 张舒婷 摄

我园在编教师29人，35岁以下
教师15人，占51.27%，其中“90后”
教师占53%。这些青年教师思维活
跃，但容易眼高手低不切实际；他们
个性鲜明，但合作能力不强；他们各
有特长，但不知道如何在教育一线大
展身手。面对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
教师，我们不断摸索，希望找到让他
们从“璞玉”变成“美玉”的有效路径。

组建团队，让青年教师
在合作中成熟

连续两年，我们招聘的应届毕
业生都非常有灵气、会创新、有想
法，瞬间得到老教师的认可。然
而，由于这些青年教师缺乏实战经
验，习惯用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理
论来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很多时候
根本无法应对实际问题。当老教
师给予指正时，青年教师一方面质
疑，一方面不明白，更多的是不情
不愿地去落实。这样，缺乏思考的

“拨一拨动一动”，抹杀了青年教师
的积极性。为此，我们组建了团
队，希望在老教师的带领下挖掘青
年教师的潜力，形成资源互补态
势，在共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让
青年教师学会悦纳他人，感受到团
队的力量。

案例：“乘风破浪魔鬼训练营”
陈欣仪是 2019 届毕业生，以

优异的实习成绩被我园录用。甜
美的笑容，灵动的教态，让她顺利
入围区“新蕾杯”的角逐。然而角
逐并不容易，两个月内要准备好4
场集体学习活动以备“四选一”抽
选，再加上信息技术的难题，她即
刻打了退堂鼓。于是，在完全认同
困难、形成共鸣的基础上，我们向
欣仪展示了为她组建的团队——

“乘风破浪魔鬼训练营”。其中有
区级骨干两名，有艺术、语言领域
优势明显的教师，有信息主管……
集全园之骨干于一体的团队，让欣
仪即刻舒展了眉头。接下来的日
子，真的就是“魔鬼训练营”。

我们和欣仪一起选材料，精设
计，一起做原创，每天经历头脑风
暴、深夜研讨连轴转的模式。因为
是原创活动，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着

“理想美好，现实骨感”的挫败感。
每次试教，欣仪都是抱着激情而
来，带着无奈而去。于是，我们让
资深教师试教，让欣仪在观摩、学
习的过程中体会到没有人是天生
的好老师，每一位好老师都是精雕
细琢，都是努力实践出来的。

每当我们真正突破一个难点，
解决一个问题，创新一个课件时，整
个团队都欢呼雀跃。这是一个艰难
但又极有意义的阶段，我们共同陪
伴着欣仪，迈过一道又一道坎儿，让
她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也让她打
心眼里认可了老教师的经验、能力
和魅力。比赛下来，欣仪获得了不
错的成绩，整个人也沉稳了不少。

项目管理，新老教师相
互汲取能量

有青年教师的团队总是嘻嘻
哈哈，笑声不断，他们总能带给老
教师无限的惊喜。比如，老教师惋
惜“这么好的讲座视频，微信传不
了，邮箱传太慢”。不到五分钟，青
年教师直接将视频的地址变成二
维码搞定了。又比如，老教师辛苦
拍摄的短视频单调、颜色暗淡，公
众号编辑多次退回，青年教师埋
头一刻钟，结果就让人眼前一
亮，“吸睛率”瞬间提升。青年教
师还会在平板上绘画，快速完成家
长问卷……他们的技能让老教师
跃跃欲试，“快教教我”！

青年教师社会适应性强，他们
给整个团队带来了冲击力，让老教
师看到了危机，也让新教师看到了
专业突破与发展的前景。为了让
青年教师与老教师形成互补，我们
实施了项目管理，希望老教师承担
的项目中能融入新鲜元素，也希望
新教师的个性能够充分彰显。

案例：普陀杯评优
在“普陀杯”评优项目组中，核

心成员是大教研组长曹昱老师，我
们还配置了信息组的王颖聪老
师。王老师是位青年教师，是信息
化高手，但性格孤僻。如何让他更
快地融入团队，更有效地支持教师
教学需求呢？在反复研讨过程中，
我们突发奇想，共同设计课件。王
老师在走进课堂、走进教学的过程
中，将他对信息化的理解、运用能
力充分彰显了出来，真正让信息技
术渗透到了教育教学中。在潜移
默化中，王老师的专业激情被点燃
了，整个人开朗、自信了许多。当
然，在这个过程中，曹老师也受益
良多，王老师的许多想法与做法都
让她耳目一新，她对信息技术的理
解更深入了，对新技术也开始充满
好奇与热情。

雁阵发展，引导青年教
师适应集体

青年教师有鲜明的个性，但合

作能力不强，无法很快适应集体，这
也是幼儿园在管理过程中普遍面临
的难题。

近年来，上海学前教育由资源
供给转向内涵发展。从角色游戏到
自主游戏，从室内游戏到户外游
戏，从教师发起的游戏到幼儿发起
的游戏，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帮
助教师在教育观念上更新，激发他
们的内驱力，获得专业成长。

《上海市幼儿园办园质量评价
指南（试行稿）》在“保教管理”
领域中提出，根据不同教师专业发
展特点，有效开展分层、分类教研
活动。如同幼儿的发展是有“花
期”的，我们也给予不同层面的教
师适应的时间与选择的权利。

针对青年教师个性鲜明但合作
能力不足的问题，我们专门“定
制”了适合他们的“雁阵发展”策
略，让青年教师感受团队文化，逐
步适应集体合作。

案例：“户外自主游戏”大练兵
在探索“户外自主游戏”实施

策略时，我们将教师自然分成四个
层面。第一层面：研究者——“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主动参与到项
目研究中，承担主要研究任务的教
师。第二层面：实践者——共同

“尝蟹”的人，不太理解，但愿意
配合研究，参与实践的教师。第三
层面：思考者——“参与讨论如何
吃蟹”的人，愿意了解、学习，但
尚未有把握立刻投入实践的教师。
第四层面：旁观者——“久闻蟹
香”的人，理念并未趋同，处于观
望中的教师。

根据不同教师的特点，我们组
建了实践团队与学习团队。两个团
队打破教龄、经验的界限，根据教
师的领悟力、研究力、创新力、实
践力进行分组。实践团队坚持每周
一次的实践研讨，逐渐突破，学习
团队坚持轮流观摩，感受氛围。

经过一个月时间，在“以点带
面”的影响下，所有教师都在静静
地发生改变。“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与职
业认同感，愿意开展更多的尝试。
共同“尝蟹”的人，感受到了实践
的乐趣，愿意主动反思，参与研
究。“参与讨论如何吃蟹”的人，
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开始组织与实施
户外游戏，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初步
的观察与识别能力，也积累了初步
的游戏组织与实施经验。“久闻蟹
香”的人，由观望走向认同与欣
赏，开始逐步参与进来。

如今，“户外自主游戏”已轰
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孩子们沉浸在
欢乐中，自由、自主、自信、创
新。教师们也同样感受到了成长的
幸福，儿童观、教育观、课程观在
潜移默化中不断优化、完善。

（作者系上海市普陀区满天星
幼儿园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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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游戏中经常会出现很多学
习契机，教师在游戏中的观察和适
宜的支持很关键。但很多教师对幼儿
行为的观察分析缺乏经验，在游戏
生长点价值的判断和支持策略方面还
存在困惑。所以，我们决定深入幼儿
园开展集体对话教研，通过教师抛
问、集体对话、专家引领、确定支持
策略等环节，提升教师支持幼儿游戏
的能力。

游戏案例：1米有多长
在中班游戏案例“1米有多长”

的探索中，幼儿提出可以用尺子测
量，可是班级只有一把尺子。此时是
支持幼儿继续探究在只有一把尺子的
情况下怎么测量，还是直接多买几把
尺子让幼儿测量？教师不知道该怎么
办，于是抛出了问题。

通过教研碰撞、集体对话，大家
否定了直接给幼儿买尺子的意见，觉
得还是要相信幼儿的学习能力，给幼
儿一些时间自主探究测量方法。

于是，教师们又把问题抛给幼
儿，让他们探索解决办法。刚开始，

幼儿有点困惑，但不久，他们就开始
想办法了：可以用万能工匠小棍拼插
1米、用胶布把铅笔缠绕连接成1米、
用牛奶箱叠高到1米……幼儿甚至还
想出抛开尺子，直接用1米的牛奶箱
比对高度的方法。现场的教师们惊讶
地发现，幼儿的思维越来越开放，想
出的办法越来越多了。

通过集体思考、提问与对话，教
师们以头脑风暴的方式与同事讨论，
反思了自己的问题，更加理解幼儿，
也更能看懂幼儿了。他们意识到，自
己之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支持幼儿，仍
然是出于对幼儿的不信任。

教师明白了支持幼儿探究的一条
重要原则：不直接给解决问题的策
略，也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幼儿身
上，而是鼓励幼儿运用现有条件，开
动脑筋，多想办法自主解决问题。如
果幼儿的已有经验实在不足以支持他
们解决问题，教师可以提供适宜的帮
助。

（作者系福建省漳州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幼教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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