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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轮子，我们今天搭个
‘战车’吧！”面对全新的游戏材料，
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中心幼儿园的几
名中班幼儿异常兴奋。只见他们动作
迅速、目标明确，不一会儿，一辆由
四个轮子、两块长木板、一个活动箱
搭建而成的简易“战车”就向“战
场”进发了，“战车”上足足容纳了
10名“小战士”。

这是汉寿县106所公办园、民办
园户外自主游戏的缩影，也是该县十
多年来坚守儿童本位理念的铿锵实
践。

汉寿县位于洞庭湖畔，是一个农
业大县。过去，该县幼儿园“小学
化”倾向严重，游戏活动少，知识学
习多，严重影响幼儿身心健康。
2011年以来，该县坚持儿童本位理
念，坚决纠正“小学化”倾向，通过
多年努力，现在各级各类幼儿园深入
落实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均以游戏活动为主，走上了内
涵发展之路。

全县推广游戏
“坚决不走老路子”

本世纪初，汉寿县学前教育发展
一度滞后。面对“小学化”倾向严重
的局面，2008年，汉寿县委、县政
府启动了学前教育“龙头工程”，建
立了汉寿县中心幼儿园，由县教育局
直管，张敏担任第一任园长，旨在引
领全县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2011年，张敏调任汉寿县教育
局学前教育办公室主任，在一线摸爬
滚打多年的她，深知“小学化”倾向
对于学前教育事业的危害，因此，她
上任伊始，就下定决心：“坚决不走
老路子！”

但作为一个农业县，广大家长乃
至办园者本身“小学化”思想根深蒂
固，想要扭转，必须下大力气。

2011年，汉寿县实施学前教育
三年行动计划，建立全县幼儿园“规
范管理、科学提质”工作机制，同
时，开启全面治理幼儿园“小学化”
专项行动，由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主抓
这项工作，十多个职能部门全部参
与，一次性整顿了52所幼儿园，取
缔了4所无证园。

如何扭转办园者思想？县中心幼
儿园开始进行区域游戏活动试点，以
此引领全县幼儿园转变观念。张敏还
带着幼儿园管理人员主动到各地拜师
学艺，将幼教专家“请进来”，为全
县各幼儿园提供在游戏活动现场与名
家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经过两年的努力，2013年，汉
寿县全面推行学前教育游戏活动，并
承办了“常德市学前教育现场推进
会”。如今，汉寿县的幼儿园早已看
不到“小学化”现象，各园随时都可
以看到幼儿游戏的身影和灿烂的笑
脸。

2021年，汉寿县中心幼儿园有
了新身份——湖南省游戏活动和幼小

科学衔接双项试点园。如何继续带领
全县幼儿园提升游戏水平，实现幼小
双向衔接？

该园与汉寿县东正街小学建立联
合教研机制，将游戏与幼小衔接结合
起来，通过游戏培养幼儿的计划性与
专注力等学习品质，减缓衔接坡度，
并在全县推广试点园、校的经验。

挖掘本土资源开展游戏
“坚决不做影子园”

走进汉寿县毛家滩回族维吾尔族
乡中心幼儿园，映入眼帘的是用竹子
搭建而成的长廊，以及用竹竿、竹叶
装饰的教学楼和办公楼，给人一种满
眼青翠、浑身清凉的感觉。操场上，

大班幼儿正在进行竹竿舞与非洲鼓表
演，孩子们操作熟练、配合默契，长
长的竹竿在他们手中有节奏地一开一
合，一双双小脚在竹竿间自在穿梭。

农村幼儿园如何办出特色，打响
品牌，这是该园园长王红英扎根学前
教育20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与追
求的目标。该园依托乡土丰富的竹资
源和少数民族文化，以“竹文化”为
支点，大力将竹圈舞、竹竿舞与幼儿
户外体育活动相结合，逐渐走出了一
条农村幼儿园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毛家滩回族维吾尔族乡中心幼儿
园是个缩影。“近年来，在县中心幼
儿园等优质园引领下，我们通过龙头
工程、重点孵化、全面辐射，实现学
前教育整体优质发展。”汉寿县教育
局副局长刘利飞说。

现在，该县各园依托地域特色，
挖掘本土资源，纷纷开展切合园所实
际的游戏活动，“一园一特”的样貌
逐渐显现：汉寿县安琪幼儿园大胆探
索幼儿户外混龄自主游戏模式，优化
户外活动场地，创设了“军事游戏
区”“泥巴庄园”“绿色种植区”等
12个游戏区域；汉寿县机关幼儿园
则以经典游戏为切口，将跳皮筋、跳
房子、滚铁圈等游戏融入活动日常，
让幼儿在最质朴的游戏中提升综合素
养……

“这些年，县中心幼儿园给了我
们很多帮助，但我们坚决不做影子
园，坚持因地制宜开展游戏活动，这
不，县中心幼儿园也跑来向我们‘取
经’，把我们的竹竿舞学去了。”王红
英笑着说。

游戏理念深入人心
“坚决不当糊涂家”

近日，汉寿县中心幼儿园举办了
一场主题为“聚焦自主游戏，助力幼
儿成长”的中班组家长教研活动。活
动由游戏观摩体验、游戏故事分享与
讨论、游戏解读与提升三个环节组
成。活动结束后，家长纷纷在教研活
动记录表上写下自己的收获与感悟。

一位家长深有感触地写道：“过
去，我认为孩子上幼儿园了，就应该
多认识点儿字，多学点儿知识，现在，
我才知道，让孩子在游戏中获得能力，
远比学点儿知识更重要。他们在游戏
中的自信与快乐深深感染了我。”

“转变家长育儿理念，提升教师
教育水平，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
程。”刘利飞说，多年来，汉寿县在
教研上坚持多方用力，务求实效，确
保教师、家长真正了解游戏的重要
性，理解儿童成长的规律，“坚决不
当糊涂家”。

早在2013年，汉寿县就先后成
立“学前教育名师工作室”“学前教
育教师工作坊”，由名园长担任主持
人和坊主，吸纳全县优秀的园长、
骨干教师近 100 人，开展专题研
讨、示范展示等活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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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学前教育是学前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根基，而乡村幼儿教师队
伍的稳定性和专业性则是推进乡村学
前教育发展的根本保障。《关于加强
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
确指出：“乡村教师是发展更加公平
更有质量乡村教育的基础支撑，是推
进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
量。”为了使乡村幼儿教师能够安心
从教、热心从教，首要任务便是让乡
村幼儿教师扎根乡土。

乡村幼儿教师难以扎根乡土在根
本上体现了人地关系的疏离。乡土中
的诸多要素对教师的影响不深、作用
不强，致使教师对乡土不够亲近、不
够了解、不够关注。因此，让乡村幼
儿教师扎根乡土的关键是要真正让教
师与乡土产生深厚的联结，从而促使
教师的职业心态实现从“苦于坚守”
到“乐于享受”的转变。

首先，在挖掘乡土资源的过程

中，教师要掌握地方性知识。教师在
专业发展中缺少抓手，主要是因为就
地取材、因地制宜的能力有待提升。
实际上，乡土中蕴含的自然资源、文
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皆是推进教师专业
发展的重要养料。为此，要以乡土资
源为支撑，让教师在专业发展中不断
实现自我超越，进而产生扎根乡土的
内生动力。一方面，要通过各类专业
培训提升教师发掘和运用乡土教育资
源的意识和能力，如采取在线课程、
教研联盟、师徒结对等方式，拓展教
师对乡土资源的认知，让教师在经验
交流与互鉴的过程中具备“化熟为
生”的素养。另一方面，教师要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日常教育实践中
积极锻炼自身的联想、转化、迁移和
重组等思维能力，在立足乡土的基础
上，以园所为原点建立系统的乡土资
源库，通过筛选、统整、盘活等方式
提升对乡土资源的洞察力与掌控力。

在挖掘乡土资源的过程中，教师也
能够通过资源获取和掌握大量的地方
性知识，并以此设计和开展更符合乡村
幼儿兴趣与需求的课程活动，从而提升
自身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胜任感。

其次，在浸润乡土文化的过程
中，教师要形成地方依恋。如果教师
对乡土文化不够熟悉和认同，没有形
成扎根乡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则难以摆脱“离乡向城”的心态。为
此，应采取多重策略让教师与乡土文
化产生紧密联系，从根本上消除教师
的文化自卑。其一，持续为教师日常
工作提供乡土文化支持，鼓励教师在
进行教育活动时有意识地融入乡土文
化元素，如当地的节日、民俗、童
谣、游戏等，从而逐渐唤起教师的乡
土文化意识；其二，有效利用家园合
作的机会，让作为村民的幼儿家长扮
演好乡土文化“传播者与交流者”的
角色，通过日常的人际互动促使教师
获得对乡土文化的深层感知；其三，
充分发挥乡土环境与乡风文明的文化
熏染作用，通过乡村景观与人文关怀
的潜移默化，以纯粹自然、朴素踏实
与热情友善等乡土精神厚植教师扎根
乡土的教育情怀。

在乡土文化的浸润下，教师会不
断生成对乡村的依恋与依赖，从而化
解教师“身在乡村心在城”的心理困
境。 （下转第二版）

乡村幼儿教师如何扎根乡土
闵慧祖 王海英

本报讯（记者 孙军）日前，青岛
市幼小科学衔接工作推进会在高新区
实验幼儿园举行。青岛市教育局副局
长宋丽从幼小衔接工作主体、机制、内
容、环境等方面分析了目前全市幼小
衔接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将通过对
不同主体分类施策、加强深度双向衔
接、培养衔接关键素质、形成家园共育
合力、规范各类机构管理等措施，推进
幼小科学衔接工作质量进一步提升，
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据介绍，2021年8月起，青岛市
作为山东省幼小科学衔接实验区，开
展了为期一年的实验工作。自2022
年秋季学期转入常态化阶段，幼小衔
接工作整体呈现全面推进、多点开花
态势。全市幼小衔接工作保持了较高
的覆盖率，幼儿园与小学基本建立起

“多对一”协作关系。全市两个幼小
科学衔接示范区、58所示范园和55
所示范校发挥了典型示范作用，一批
幼小衔接案例获评山东省、青岛市优
秀案例。

在理念层面，园长、校长、教
师、家长对幼小衔接的认识都在逐步

转变，幼儿园对衔接的认识从大班一
年转变为融入三年保育教育全过程，
小学强化了“零起点”教学和游戏
化、生活化、综合化的教学方式，家
长观念也逐步从“学习衔接”向“全
面衔接”转变。

青岛：分类施策提升幼小衔接质量

动态播报

观点今今

新华社北京7月 22日电 （记者
温竞华）记者从中国科协获悉，中国
科协、教育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共
同实施“科学家 （精神） 进校园行
动”，旨在构建开放协同工作模式，
将科学家精神从抽象符号转化为生动
的科学家故事，引导广大中小学生走
近科学家，了解科学家精神，增强科
学探索的好奇心。

根据《“科学家（精神）进校园
行动”实施方案》，该行动将通过邀
请院士专家进校园开展科学家精神宣
讲活动，组织科技辅导员、共青团员

等讲述科学家故事，鼓励各地分层次
建立科学家精神宣讲团等方式，大力
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教育。

方案提出，建立一批“科学家故
事众创空间”。依托现代科技馆体
系，联合当地中小学校组织开展“科
技馆里的思政课”“科学家故事戏剧
社”等品牌活动，定期开展业务指
导、交流培训。

同时，充分利用中小学现有读书
角、图书架、书报亭，充实科学家故
事图书。提升科学家精神出版物质
量，推动出版社、科技馆等机构向中

小学生推荐优秀书目并定期更新补
充。以班级为单位举办故事分享会、
主题班会，以学校或地区为单位组织
开展读书征文、演讲朗诵等多种活
动，支持科学家、科技辅导员深度参
与学生故事分享，指导演讲朗诵等。

方案还提出，加强科学家精神资
源共建共享。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等，建设“科学家精神
专栏”，提供优质数字资源。依托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
传工程”，让科学大师剧目走进中小
学校。

中国科协、教育部

共同实施“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行动”

相约大运相约大运 成就梦想成就梦想

本报成都 7 月 22 日讯 （记
者 倪秀 通讯员 葛仁鑫）成都
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以下简称“成都大运会”）运动
员村开村仪式暨中国代表团欢迎仪
式今天在运动员村举行。

来自国际大体联、教育部、国
家体育总局、四川省、成都市、中
国代表团以及大运村的代表等出席
了当日仪式。代表们共同推杆启动
开村装置，成都大运会运动员村正
式开村。中国代表团首批13个项
目代表队及团部部分成员300余人
已顺利入住运动员村。

国际大体联秘书长艾瑞克·森超
在开村仪式上说：“我们期待已久的时
刻终于到来。在推迟了两年之后，接下
来的时间里，成都将成为世界大学青
年之都。为了实现这一梦想，组委会、
中国政府和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付出了
巨大的努力。大运村将成为成都大运
会最伟大的遗产之一。”

“我们站在中国，站在成都，
站在大运村，向世界各个国家和地

区的青年发出诚挚邀请，‘共襄青
春盛会，绽放活力风采’，让世界
青年增进了解、发展友谊，弘扬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
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人文交
流和文明互鉴，携手开创人类更加
美好的未来。”教育部副部长、大
运会组委会副主席王嘉毅在致辞中
表示，运动员村正式启用，意味着
来自全球的大学生运动员在成都的
赛时家园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大运村坐落在成都大学校园
内，这是自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举办以来，首次在大学校园里设置
运动员村。总占地面积约80万平
方米，生活、休闲、健身、科技等
设施一应俱全。此外，大运村内还
准备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运动
员在比赛训练之余有机会多方面感
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四川特色。

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
处秘书长、成都大运会中国大学生
体育代表团执行团长刘立新表示，

“成都大运村依校园而建，回归了

大学生运动会的初衷，让来自世界
的大学生在此感受到中国的大学文
化，对世界青年增进理解、建立互
信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届大运会中国代表团由700
余人组成，其中来自全国25个省
（区、市）百余所高校的411名运
动员将参加全部 18 个大项的角
逐，实现了“满项报名”的目标。
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 22.9 岁，
其中男运动员206人，女运动员
205人。387人是首次参加世界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

7月22日至27日，各代表团
将陆续抵达大运村。7月28日开幕
式后，青年运动员将正式开启成都
大运会赛事之旅。

成都大运会运动员村开村
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成员入住

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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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日
，嘉
宾
共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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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开
村
装
置
。当
日
，成
都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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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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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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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夏
季
运
动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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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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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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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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