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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师每天除了带
班，还要写一些与教育工作相
关的文案材料。除了教育教学
类，比如各类计划、活动设
计、活动主题小结、幼儿观察
记录等，还有教科研类的课题研
究材料、学习记录等，以及保健
类的体弱儿观察、家园沟通类的
交流记录等。这些材料有的是
以周为单位上交，比如周计划、
活动设计等，有的是以月为单位
上交，比如活动效果分析、主题
小结等，有的是学期末交。为
此，教师经常怨声载道，业务园
长也经常抱怨收材料难。撰写
这些材料到底有没有用？该不
该写？要不要写？为何教师屡
有怨言？作为园长，我也百思
不得其解，于是我组织了一次
座谈会，了解大家抵触撰写文
案材料的原因。

写文案材料
意义何在

交流一开始，一位老教师
就理直气壮地说：“写那么多材
料，有谁看？”另一位老教师附
和道：“是啊，写这些有意义
吗？”中年教师李老师是一位骨
干教师，也是年级组长。她委婉
地说：“我觉得写这些东西，也有
意义，但关键是没时间写，我要
指导新教师，还要处理年级组工
作，和个别家长不断沟通。”其他
骨干教师点头认同。

接着是年轻教师发言，她们
硬着头皮说：“我们不反对写，主
要是不知道写什么，也不知道观
察记录分析什么，希望业务园长
多多指导。”这时，一位年轻教师
站了出来，她不服气地说：“我只
想做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而这
些东西既对孩子发展无益，也对
我个人发展无益。”

听大家讲完，我发现，教
师之所以觉得这些文案材料撰
写困难，一是没时间；二是没
人看；三是没意义；四是不知
道怎么写。我又问业务园长：

“你来讲讲为什么要写这些材
料。”业务园长说：“首先，从
硬性角度来说，这些材料是按
照省优质园标准要求写的；其
次，从专业提升角度讲，这些
材料如果认真撰写，可以很好
地帮助教师提高专业能力；再
其次，这些一手材料，也是有
价值的过程性材料，是值得保
留或者研究的。”

我回应道：“业务园长回答
了大家提出的‘没有意义’的问
题。那我们来说说‘没时间’的
问题。”我坦诚地说：“我知道你
们忙，其实，我也忙，我要写的材
料也很多。说实话，我也不想
写。”这话一出，大家会意一笑。

“但是，我还是要写，写与不写差
别很大，每次写完，我都很有收
获，或者反思了自己的问题，或
者理清了思路，或者总结了经
验。提高专业能力与付出的时
间相比，我觉得前者更重要。当
然，我会考虑每周固定一个时间
给大家撰写和整理材料。”

大家听了都松了一口气。
我又分析道：“现在我们来讨论
第二个问题，这些材料有没有
人看？当然有。业务园长就在
看，属于园长看的部分，我也
在看。通过看大家提交的材
料，我和业务园长更细致地了
解了大家的工作，我们也在向
大家学习，反思自己的工作。”

至于有教师提出的不知道
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我打
算让业务园长专门拿出时间给
年轻教师培训。

最后，我告诉教师们：“我
知道大家都在用心工作，但是
用心不是重复每天的工作，而
是每天都能在反思中不断改
进、提升，只有这样我们才会
越来越专业。”会议室里突然变
得静悄悄的，我不确定教师们
是否都能理解我说的话。但这
次讨论后，大家再也没有因为
撰写材料而抱怨过。

文案材料
何时写、写什么

其实，文案材料撰写的问
题，反映了教师潜意识中对反思
的认识问题。撰写材料过程中，
不得不倒逼教师反思自己的工
作。计划的撰写是为了帮助教
师整体规划课程，过程的记录是
为了帮助教师关注教育活动中
的细节，有效的反思是为了帮助
教师分析其中的问题，提高专业
能力。只有认识到这几点，才能
明白“写”的根本。

那么，教师的时间在哪
里？我园有位骨干教师从来没
有迟交过材料，她介绍了三点
经验：第一，及时写，不写回
忆录，提出了反思的及时性。

第二，多思考，下笔如有神，
即做中思，平常工作的时候就
不断观察过程，思考问题。第
三，巧安排，合理划分时间，
比如当天的效果分析当天写，
周效果利用周五下午写，而月
小结就把四周的效果分析通过
复制的方式归类，最后重点写
问题。这位教师的经验分享，
让所有人深受启发。

材料重点写什么？撰写材
料，最受益的应该是教师，不
仅可以规范教师的行为，也能
督促教师及时反思。比如游戏
效果分析，业务园长在培训中
反复强调效果分析要的不是

“全面”而是“重点”，意思是
每篇要找出一个问题点，进行
深度分析，思考对策，旨在丰
富自己的经验，促进专业成
长。只有把握每一项材料内容
的一个重点，围绕重点写，教
师的教育工作才不会浮于表
面，经验也不会碎片无序。

业务园长分享后，教师们
交上来的材料，质量有了明显
提升，而且交材料的速度也提
高了许多。

不同年龄段教师
写文案材料各有侧重

为了让不同年龄阶段教师
都能从撰写材料中真正有所收
获，我们对不同教师提出了不
同要求。

老年教师：少而精，重在
梳理。对于老教师来说，我们
把撰写材料的重点要求放在对
教案的二次修改上，通过梳理
有特色、有代表性、有创新性
的活动过程材料等，帮助他们
打破对常规活动的固有认识，
梳理处于不断更新和变化中的
内容，提升专业能力。

中年教师：思而行，重在提
升。中年教师一般都是骨干教
师，有的处于爬坡期，有的处于
瓶颈期，需要在专业能力方面突
破自我。我对他们的要求是自
我反思、寻找策略、大胆创新。
比如月主题小结里的问题，要成
为骨干教师撰写的重点。发现
自己教育中、课程中的问题是成
长的第一步，要做到既有常规的
反思，又有创新的思考。

年轻教师：学而做，重在
规范。对于年轻教师来说，要
做到边学边做，首先是学，学
习各种文案材料的要求，怎样
写效果分析、观察记录、主题
小结等，帮助新教师规范教育
行为；其次是做，在理解各项工
作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各项标
准，进行一定的自我反思。业务
园长通过帮助年轻教师理清一
日工作规范，提高其工作质量。

厘清了“写还是不写”
后，我和业务园长一起，再次
审议了文案材料的内容，明确
了标准，删减了部分缺乏价值
的材料，强调了不同年龄阶段
教师撰写材料的重点。一段时
间后，教师们不再抗拒写材
料，反而开始积极主动撰写。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专业能力
也在发生肉眼可见的提升。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逸仙
实验幼儿园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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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三是保障质量优化“评”。家庭托育

点虽小，但服务质量不能降低。有效的督
导评估制度有利于促进家庭托育点的质量
提升与相关政策法规的落实，我国应建立
多元化、发展性的督导评估体系，优化评
估机制。

澳大利亚政府定期对家庭式托育机构
进行督导评估，不仅是对其质量进行评估
与鉴定，更多的是帮助其协调解决发展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我国目前初步建立了托
育机构督导评估制度，但督导员往往更注
重“督”的结果，而缺少“导”的过程，
所以各托育机构在迎接督导时，大多习惯
于“美化”自身，而未能做到借助督导契
机寻求解决问题之道，导致通过督导评估
促进质量提升的初衷未能达成。接下来，
我国应充分发挥督导员作为专业指导者的
作用，建立发展性督导评估体系。

评估主体可以多元化，除了政府部门、
教育专业人员外，婴幼儿家长、社区工作人
员及委托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均可参与进
来，对家庭托育点开展全面的督导评估，内
部督导与外部督导相结合，更多关注日常
师幼互动的过程性指标，共同促进家庭托
育点服务质量提升。政府定期公布合格的
家庭托育点名单，便于家长选择。

（作者单位系北京教育督导评估院）

（上接第一版）

善理解的教师，让“儿童
的哲学”深扎根

刚开学不久，教师彭奕带着大班孩
子们开展“迷宫”活动。为让孩子们了
解迷宫平面图，她提供了两个房屋布局
模型作参考，又带孩子们绘制班级平面
图，还请孩子们绘制家庭平面图。虽然
尝试了各种办法，但结果并不理想。

彭奕很困惑：为什么孩子们学不会
画平面图？

几个月后的一天，彭奕收拾房间，
当手触摸到墙壁时，她突然意识到，孩
子是主动获取经验而非被动接受的，应
该让孩子自己去“触摸”。

那一刻，彭奕顿悟了。
紧接着，彭奕带孩子们做了“树叶”

活动。她不再主动传递，而是和孩子们
一起“玩”。看着孩子们运送树叶的工
具从口袋、小车，发展到球拍、地标桶、
龟背转盘……她觉得自己看到、也感受
到了儿童对世界独特的探索方式。

教师刘玉发现“儿童的哲学”，也经
历了一番“折磨”。“花坛里的杂草开出了
漂亮的花，要不要拔掉呢？”“幼儿园的一
棵树一半在幼儿园，一半伸到了外面，那
这棵树属于幼儿园吗？”孩子们的思考，
让刘玉最终发现了“儿童的哲学”。

“只要把‘矛盾’制造出来，学习自
然就发生了。孩子们或讨论，或探究，
结果不重要，思考、表达的过程才重
要。”刘玉说。

目睹了老师们蜕变过程的闵艳莉
知道，发现“儿童的哲学”的过程，根本
就是一趟艰难的跋涉。毕竟，接受过思
维训练的成年人，要了解孩子到底在想
什么，他们是怎么学习的，并非易事。

“我们必得会变成小孩子，才配做
小孩子的先生。”为破解“不懂孩子”的
难题，五幼遵循陶行知先生的教导，创
造了别具一格的教研方式。每学期有
一个月，老师们要转换身份，“混迹”在
孩子中间，跟他们坐在一起、学在一起、
玩在一起。五幼称这些“变身”的老师
为“影子学生”。“影子学生”有两重身
份，一方面，他们是老师，要在活动中暗

中观察孩子、感受孩子的所思所想；另
一方面，他们也是“孩子”，要体验材料
的玩法，活动的难易度。

在变成“影子学生”的时间里，
老师们重新认识了孩子，理解了孩
子，也学会了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
比如，户外活动时，面对跳马、翻树
这些项目，以往教师刘丝雨会一次次
鼓励孩子尝试。但亲自尝试后，她发
现活动本身是有难度的，孩子的试
探、犹豫再正常不过。

除了“影子学生”，五幼还创造了
“研玩会”，老师们进入区角玩孩子们
的游戏，在玩中体验，在体验中教研。

正是这些贴近儿童的活动，让五
幼的老师们学会了倾听儿童的原声
音，关注儿童的原体验，洞察儿童的
真问题，让“儿童的哲学”深扎根。

离开五幼时，正值中午，幼儿园
安安静静的，孩子们正在休息，偶尔
能看到几位老师轻轻走过……行走在
静谧的校园里，记者不由想起了仓桥
物三在《幼儿园真谛》里的话：“幼儿
园本该是这样的，教师千方百计非常
努力地工作，但幼儿全然感觉不到自
己在被诱导着、被指导着，其生活完
全是他们自己的生活，如流水般一天
天地度过。”

呵护儿童的哲学

教师倾听能力养成记
游华娟

“一对一倾听”，是安吉游戏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一种师幼互动方式，以幼儿
表达为主，教师倾听并用文字记录下幼儿的表达。

实践初期，教师常常怕自己不作为、无作为，从而频繁对话幼儿，侵占了
他们的话语权。为帮助幼儿建立起足够的安全感，我们进行了“全息式倾听”
（不仅听内容，同时听幼儿的状态、意图）培训，引导教师学会闭上嘴巴，努
力做到不约束、不控制幼儿的表述。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教师在倾听时除
了“还有吗、然后呢”等机械的提问，对幼儿的表述没有其他回应。无论幼儿
的表述多精彩，教师都不喜不悲。这种“要么不停问，要么没反应”的现象折
射出教师对全息式倾听的片面理解。于是，我们通过“倾听能力养成三步走”
的教研，陪伴教师发现、反思，提升倾听能力。

管
理
案
例

当教师闭上嘴巴，努力做全息式
倾听者时，往往会出现教师埋头苦记
的现象，师幼间的一对一倾听只停留
在“你说了，我记了”。如何打破这
种怪象？我们开展了一场“像孩子一
样做一回记录者”教研：记录当天发
生的最想记录的事件，和同伴完成一
对一倾听记录，随机跟大家分享。

刘老师（1年教龄）分享了当天和孩
子们一起“用篮子给蝌蚪洗澡”事件，用
时1分零2秒。大致内容包含和幼儿一
起用篮子给小蝌蚪洗澡、给小蝌蚪喂
饭、用放大镜观察小蝌蚪的嘴巴。

刘老师分享完，我们围绕“你还
有什么好奇的”进行对话。

教师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例如：
“我很好奇小蝌蚪有没有从篮子里溜
出去？小蝌蚪真的会吃米饭吗？小蝌

蚪到底有没有嘴巴？”……
在大家的好奇心驱动下，刘老师

又开始补充分享自己的记录。例如：
“一开始用篮子给小蝌蚪洗澡是会溜出
来的，后来孩子们想了个办法，在篮
子外面又套了一个盆。”她还分享了幼
儿处理鱼缸底部“小蝌蚪的便便”时
用的各种方法，同时补充分享了幼儿
为什么尝试给小蝌蚪喂米饭，以及喂
小蝌蚪的过程等，总计7分多钟。

这次分享持续进行了两小时，因
为倾听者保持了好奇心，所以讲述者
也在不断补充、扩展、再分享。可
见，教师带着好奇心去倾听对方表达
时，就会获得更多信息，对讲述者以
及其所表达的内容会有更深入的了
解。因此，我们要求教师练习带着好
奇心倾听讲述者的表达。

带着好奇心倾听对方表达

2
知道了“保持好奇很重要”后，

我们开始了尝试。但我们发现，教师
会把保持好奇和有目的地追问画等
号，“如果不追问我可以干什么”就
成了教师新的困惑。

基于此，我们又开展了一场“照
镜子”的教研，通过现场演绎成人对
话，让教师领悟倾听策略。

首先我们编排了一段成人对话脚
本，让两位教师现场表演。

李老师：丽丽，我昨天去逛街的
时候……

周老师：你昨天去逛街啦，去了
哪里？（打断）

李老师：九州。
周老师：哦，你刚刚想跟我说什

么？
李老师：我刚停好车就碰到游老

师了……
周老师：那里停车很难的。（打

断）你停上面还是下面的？（导向）

…………
然后围绕“对话中你听到哪些信

息，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李老师重点
想表达什么”等问题讨论。

黄老师反思道：“没有听完整讲
述者的话就问很讨厌，在平时的倾听
中我也有打断幼儿的情况，比如经常
会出现‘宝贝，等一下哦’‘你转过
来讲好吗’？”

罗老师则表示：“倾听过程中我
总是主观理解幼儿表述的事。一次
壮壮跟我说从山坡上滑下来，冒烟
了，他们去救火……而我却打断
他，并以我看到的情景反问他‘你
玩的是滑草游戏，不是救火游戏
吧？’其实壮壮是把滑草时扬起的灰
想象成着火时的烟，把自己想象成
救火的消防员……”

夏老师说：“保持好奇的前提是要
先听完幼儿的表达，不能在过程中主
观引导幼儿，不然会被带偏。比如幼
儿跟我分享他的龙虾非常漂亮，是
蓝色的，而我却问了一句‘你喜欢
吃龙虾吗’，结果这次分享以一
句‘我不喜欢’就结束了。”

有目的地追问是以成人
想要了解的信息为前提的
提问，而保持好奇是基
于幼儿表达完以后的师
幼互动。因此，倾听
时 要 尽 量 闭 上 嘴
巴，做到不打断、

不干扰、不导向、不
控制，真正做到幼儿

在前、教师在后。

不打断、不干扰、不导向、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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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师知晓倾听的要点后，就开

始练习闭上嘴巴。也有教师提出新的
困惑：“那帮助孩子全部记录就行了
吗？”

这个现象折射出教师对“倾听”
意义的不了解。于是我们借助小班幼
儿的一份游戏记录，通过初读记录—
重温理论—再读记录—试着回放来练
习倾听。

小 （1） 班柠檬小朋友的一份游
戏记录是这样的：“白云开起来，就是
在天上巡逻，警车也是在路上巡逻
的。因为白云在天上，白云会动，太
阳也会动；树不会动，因为树长在土
里。我和泮择晞玩了吊床游戏。”

读完这则记录后，我们围绕“你
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进行倾听练
习，教师纷纷参与其中，并分享道：

“比喻真形象。”“白云和吊床是什么关
系？”“巡逻是什么意思？白云是怎么
巡逻的？警车是怎么巡逻的？”

结合教师的回应，我们重新回顾
了早期关于“听”与“倾听”的培
训，再次重温两者的区别。“听”是用
耳朵接收各种听得见的声音，是被动
的、无意识的。“倾听”是主动获取信
息的一种行为，是积极的、有意识的
行为。

温故知新后，我们再回到这份记
录上，试着反思：有没有听到幼儿的
渴望与需求？有没有听到幼儿的闪光
点？有没有听出幼儿的发展状态？

教师的分享显得不一样了：我应
该听到幼儿语言的优美并给予肯定；
我应该带着欣赏的眼光看待幼儿的记
录。马老师则反思道：“我收回‘白云
和吊床是什么关系’这句回应，我的
主观性有些严重。”还有教师表示应该
发现幼儿的学习与发展，比如：幼儿
对事物的推理、分析以及发现事物之
间明显的关联，在记录中体现为“因
为白云在天上，白云会动，太阳也会
动，树不会动，因为树长在土里”。

通过本次教研，教师理解了倾听
不是操控，首先要把表达还给幼儿；
其次要尊重儿童发展规律，静待花

开；再其次要放下自己，听懂幼儿复
杂的思想；最后还要赋予能量，建立
相互信任的师幼关系。

在倾听能力养成过程中，通过发
现问题、讨论问题、提出策略、共同
反思的真教研，教师对待倾听的态度
发生了改变。从原来的来不及倾听、
记录怎么办，记不完怎么办，孩子不
愿说怎么办，到现在满心欣喜、满眼
有光，我们在发现了不起的幼儿的同
时，也发现了了不起的教师。

“卷卷的故事”就是一个缩影。
这个故事发生在小班新生入园第

二周。每名幼儿都有自己养护的动植
物，同时每天也会观察自己的动植物
并记录下来。小豆苗带来的植物是一
棵观赏性绿植。

她前两天的记录是这样的：蚯蚓
长长的，会卷起来，因为身体太长了
怕被踩到；这里有大蛇，它的身体太
长了，所以会卷起来。教师在反思时
说：“小豆苗跟我分享时，我是有点蒙
的，因为她说的跟植物本身没什么关
系，当时我的反应就是小班幼儿刚入
园，可能还不完全理解什么是记录，
那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

接下来的一周，小豆苗的记录仍
然和“卷卷的、长长的、大蛇”有
关。比如：我画的是一条蛇，因为它很
长，所以身体都卷起来了；蛇都卷起来
了，因为它在休息……教师在这一周的
观察记录中发现，小豆苗每天分享的内
容看似和植物本身没有关系，实则是有
联系的。她虽然不能将植物本身的状
态或变化表达出来，但她根据已有经验
将自己的发现表达了出来。如长长的
蚯蚓、长长的蛇、卷卷的棒棒糖，它们都
有一个特点，就是卷卷的，而小豆苗养
护的植物就是“卷柏”，它们的形态非
常相似。

正是教师持续的观察、倾听，才让
我们看到了了不起的幼儿，他们或是
诗人，或是哲学家，或是画家，每个
幼儿身上都有令教师佩服的地方。

（作者系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晓墅
幼儿园园长）

尊重、陪伴、信任、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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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幼儿在观察卷柏幼儿在观察卷柏。。
②②教师在一对一倾听幼儿教师在一对一倾听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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