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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园理念：
尊重人的自然发展、激励人的自信发展、成就人的自主发展

研究再研究，形成一条游戏发展文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强化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今年8月，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
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提出
加快构建幼有优育、学有优教的高质量基础教育体

系。学前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名园的示
范引领。自2021年起，《中国教育报》启动“名园现
场会”，以“办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为主线，走进全国
各地名园，解密名园成功密码，传播名园办园思想与
实践，至今已举办8场，让名园经验得以在更大范围

内流动起来。未来，我们将深入更多名园，传播办园
经验和智慧。临近岁末，让我们一起回顾这8场名
园现场会，并一起思考：高质量之路，这些名园何以
从“过去”走到“现在”，他们在坚守什么？一起来看
名园长的“对话”。

高质量之路，名园在坚守什么
世界总有那么多巧合。
孩提时，我曾是“摇篮”的孩

子。2014年，我任北京市六一幼儿院
书记、院长，又一次在“摇篮”里成
长。

1945年6月1日，在抗日的烽火中
成立的陕甘宁边区延安第二保育院，是
六一幼儿院的前身。在随党中央的战
略转移中，保育战士冒着硝烟炮火，穿
越重重封锁，在崇山峻岭中行进3000
多里，骡马牲口驮着136名幼儿，犹如
安稳的“马背摇篮”。1982年，著名导
演谢晋根据这段历史拍摄的电影
《啊！摇篮》，歌词“摇篮啊摇篮，马背上
的摇篮……”流传至今。

从当年“马背摇篮”到今天“最
美幼儿院”，是延安精神赋予的那一抹
中国红，铸就了六一幼儿院的红色基
因，也成了我们前行的力量。“一切为
了孩子、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前
线”，这源自革命历史的红色“初

心”，不仅镌刻在六一幼儿院的出生证
明上，也不断宣示着六一幼儿院迈向
新时代、新征程的价值航标。

时间镌刻崭新年轮，岁月书写时
代华章。走过78载的六一幼儿院，不
忘初心、行之以忠。

我们以“马背摇篮”精神作为今
天六一幼儿院文化认同的契合点和价
值航标，坚持为党育人的爱国精神、
立德树人的教育追求、儿童为先的教
育理念、保教合一的专业精神，凝聚
不同背景的人，集结成“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的“六一”新力量。

我们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
化“摇篮课程”育人作用，构建以

“儿童城市”为载体的游戏活动，为幼
儿主动学习、全面发展提供更开放的
场域、更丰富的支持性环境。鼓励各
分院、园区不断丰富课程资源，把握
各自的环境地域特点、文化积淀、人
文风貌，发展不同特点的特色课程，

形成“六一+”高质量课程建设发展形
态。

我们坚持以“马背摇篮”精神引
领教师队伍发展，涵养教师道德情
操，锤炼教师政治品格。我们肩负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不忘
“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
在”的责任，践行“永远和孩子在一
起”的承诺，通过“六个一工程”“名
师工程”“摇篮教师专业成长工程”，
着力培养德才兼备的未来名师，争做
新时代的“大先生”。

2023年即将过去，北京市六一幼
儿院将迎来80岁生日。在“六一”花
园里那盈盈草坪深处，我们修建了纪
念第一任院长、第三任院长的纪念
园，以此向革命前辈和那些建设新中
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先行者致敬，我们
没有辜负“马背摇篮”前辈用生命创
造的伟业。

（作者系北京市六一幼儿院院长）

时光荏苒，在悠悠岁月中，南京鼓楼
高岗上的“小园子”悄然走过了百年。

1923年，陈鹤琴先生在自己的私家
小院里创办了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幼儿教育实验研究中心的南京市鼓楼幼
稚园。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一代代鼓幼
人始终以坚守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思
想为己任，坚持开展“活教育”科学研究
和创新实践，收获了累累硕果，“活教育”
不断焕发勃勃生机。

传承教育家的研究精神。鼓幼这所
百年老园赓续绵延、持续发展的奥秘究
竟是什么？

我想，第一个奥秘是一代代鼓幼人
所传承的陈鹤琴先生的“科学实验”研
究精神。

鼓幼名师荟萃，诞生了6位江苏省特
级教师、几十名省市级优秀教师。在第
八任园长崔利玲的带领下，我们坚持开
展精密观察研究儿童，鼓励教师们在观
察中发现儿童、尊重儿童、理解儿童、支
持儿童，力图以此助推每个儿童活泼泼
地成长。我们坚持研究环境与游戏，发
掘园内环境要素，激发儿童与环境互动，
激发儿童去游戏、去工作，去发现他们自

己的世界；我们坚持研究单元课程，使其
成为实践“活教育”的重要载体；我们坚
持研究园史，借助江苏省“活教育”思想
研究所的平台，力图还原百年鼓幼的发
展历程，发掘小园子里的人物代表和教
育家们的研究精神。正是薪火相传的科
学研究精神，让鼓幼这所小园子到处弥
漫着研究的味道。

第二个奥秘是坚持“活教育”的守正
创新。

“活教育”是鼓幼的文化之根，也
是鼓幼可持续发展的宝贵源泉。在百年
发展中，鼓幼人始终坚持“活教育”的
守正创新，力图让“活教育”更富时代
意义。自2014年获基础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后，我们没有停止研究
实践的脚步，而是更关注每个儿童的发
展，从“儿童文化”的视角研究儿童，
推动单元课程实践走向班本化，提出

“向着每一个儿童出发”的教育愿景，
力图让每个班、每个孩子都能富有个性
地发展。

我们聚焦“整个教学法”“小团体
活动”和“儿童生活历”等内容，融入
世界先进教育理念。如同当年陈鹤琴先

生一般做到中西合璧，通过多样化的方
式赋权儿童，让儿童在一日活动中有更
多选择权和决策权，使单元课程呈现出

“生成为主，预设为辅，生成预设相交
融”的实践样态，让“活教育”不断焕
发生命力。

第三个奥秘是耕耘“活教育”的大
麦田。

对于鼓幼人来说，我们还不断践行
陈鹤琴先生“大田种麦”的理想。在两
轮江苏省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中，
我们组建了全国“活教育”研究共同
体、长三角“活教育”研究与实践联
盟；在教育部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
项目中，我们重点对本地的项目园开展

“活教育”的辐射推广，以“大麦田之
麦穗行动”为核心开展乡村幼儿园实
践。鼓幼的琴声悠扬教师志愿者团队通
过多种形式的送教，激发了全国近千所
幼儿园实践“活教育”。

百年前那个仿若花园的小园子，如
今实现了从“1”到“8”的园所数量变化，

“活教育”的麦田在不断耕耘中扩大。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幼儿园

园长）

成都市第三幼儿园创办于 1914
年，原名“树基儿童学园”，百年来，
园址、门牌号未改，坚持研究儿童、办
中国好园的初心不变。

在上世纪30年代树基儿童学园的
标志中，下半部分的英文是 child
study center，译为“儿童研究中
心”，表明树基儿童学园既是一个儿童
教育机构，又是一个带有研究性质的机
构。幼儿园需要开展研究吗？蒋良玉、
卢乐山两位学前教育先驱曾在这里任园
长，她们探索“何谓正确的幼稚园教
育”，深植“为儿童办乐园、为国家办
好园”的树基精神与梦想。一条坚持教
育研究创新的传承赓续百年。

游戏是儿童的代名词，幼儿园对儿
童游戏持续了百年研究，经历了研究教
师设计的游戏，研究儿童自发的游戏，
研究儿童发起、教师拓展的游戏，研究
儿童、教师立场合一的游戏，形成了一
条幼儿园游戏发展文脉。在上世纪40
年代幼儿园出版的《春夏秋冬四季教
材》中，前辈们就指出教育方法有成人
化倾向，而今，“好了，老师的游戏玩

完了，去玩我们的游戏吧”这样的儿童
心声，久久刺激着我们的教育心。

百年来，三幼不变的是，将儿童对
“玩”的本能需要与国家对儿童“学”
的要求相互融通，实现儿童自主发展、
全面发展；变化的是，不同时期的要
求、内容、方法和路径。

我们提出“幼儿游戏还是游戏幼儿”
的追问和反思，深入观察游戏，进行白描
和深描研究，发现因为儿童世界的主观
浪漫与成人世界的系统认知逻辑间的差
异，使得幼儿园活动开展中，这些差异总
会变成师幼间的认知冲突、方式冲突、价
值冲突等。我们想找到将两个世界适切
融合的路径，于是开启了新世纪第一轮
（2001—2015）10 余年的自主游戏改
革，创造了幼儿园“大创游”自发游戏活
动样式，保障每天1小时专有的自发游
戏活动时间，允许游戏材料随儿童意愿
流动，支持游戏类别的随意混合。从
2016年至今，我们开展第二轮改革，以
游戏“自发、自主”的基本特质来优化其
他一日活动的组织实施，对幼儿园的主
要活动类型进行了“活动样式”改革。

于是，我们以“游戏+”为路径，让幼
儿园里更多的活动充满游戏性，成为幼
儿“持续、深深喜欢的事情”，把“教师的
活动”还给幼儿，让幼儿在一日生活里自
主建构，成为学习、生活、游戏的主人。
我们将班级一日活动整合为四类活动模
块，开启了幼儿园保教活动范式转型的
改革探究，支持幼儿“我的游戏我做主、
我的生活我搞定、我的学习我负责”。

就这样，我们在创造性游戏的坚持
中深化“自发游戏”模块；在学习区活
动的基础上衍化出“游戏+项目社团”
模块；将一日生活活动中表现出特别意
义的事件整合成“游戏+生活事项”模
块；克服集体教学以及其他集教活动中
教师过度教的状态，衍化出幼儿自主与
教师主导间双向互动的“游戏+集教活
动”模块，从而促进幼儿在“自发”的
基础上形成更高水平的“自主”行为能
力，让幼儿在一日生活的各项活动里，
以自己的方式、游戏的方式，自主建构
完整的、深度的、有意义的学习。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第三幼儿园
园长）

2007年，我很偶然也很必然地担任了
幼儿园园长。说偶然是因为此前我在大学
工作了近5年，说必然是因为我1986年就
迈进幼儿园的大门，从一线教师到班主
任、教研组长、保教主任，这里有我的青
春和梦想。

上任后，我一直在思考：幼儿园的好体
现在哪里？如果说还仅停留在“孩子尿湿了
裤子赶紧洗干净、孩子不会吃饭老师耐心喂
饭……”固然，这对一个孩子很重要，但对一
所拥有一定办园历史的幼儿园来说，却是极
其不够的。

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师资队伍。
当时全园35个班只有70名教师有幼儿园
教师资格证，其他都是保育员。怎么办？
我和班子成员讨论，和教代会代表算数
字，看北京、上海同类园所师资队伍状

况。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我们明确
教师队伍指标是“到2012年12月31日，
全体教师都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达到每
班3教”。能实现吗？

当时，有名骨干教师只有保育员资格，
2012年7月聘岗时，两名副园长都劝我聘
她到班主任岗，说她在积极准备考教师资格
证，应该给个机会，否则离职了怎么办？我
想，定到规划里的是要执行的，定到办园标
准目标里的更要坚持！按岗位要求，她落聘
了，成了机动教师。第二年7月，她找到我，
开心地说，“兀老师，我的教师资格证拿到
了！”

就这样，大家都明白了，凡是定的目
标就要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实现。

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提升，需要园
本课程建设，更需要与之匹配的环境。我

园建筑始于1956年，首先要考虑的是每年
做安全鉴定。1956年盖的房子是“大闷
顶”，用的是“裸线”，夏天用电高峰期要
排好错峰开空调时间表……一上任，我就
联系学校后勤更换所有线路，在老房子外
架桥架，重新走线。仅仅做这些修修补补
的事是不够的，我们一趟趟找规划院专
家，和设计师谈我们的课程、我们的幼儿
园、幼儿园的孩子们。

就这样，反反复复商讨方案，终于定
下来“会呼吸的地面”“无道牙环岛”“多
功用游泳池”等在当时还比较前卫、符合

“生态育人、育生态人”理念的设计。现
在，幼儿园里最美的风景，莫过于阳光透
过树叶的间隙洒在高高低低的小路上，孩
子们恣意骑行、愉悦地在树屋间穿梭，银
铃般的笑声飘荡在388棵树的树梢。

有了教师，有了环境，有了课程，还
要有一个善学会管的团队。一年冬天我上
早班，巡班时发现热腾腾的蒸蛋羹在孩子
们的碗里并没显出“热乎气儿”，原因在哪
儿呢？摸摸碗，明白了。我当即召开专项
会，实地演示，从午饭开始，饭前再把碗
蒸5分钟，先把饭菜拿回班级再取碗，保
证孩子们进餐30分钟左右时，碗的温度还
能保持。看似不起眼的一餐一饭，恰恰是
高质量保教的微观起点。

幼儿园是大部分孩子步入社会的第一
所学校，我们是孩子们成长路上的第一位
教师。我们的爱心和奉献化作寒冬亮起的
第一盏灯、酷暑里撑起的那把遮阳伞，我
们是孩子们向前奔跑的助力者，更应该是
优秀的领跑者。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幼儿园园长）

作为浙江省第一届幼师大专生，我有
幸一毕业就走进底蕴丰厚的宁波市第一幼
儿园，一干就是近30年。我享受着孩子们
的天真，也感受着百年老园的勃勃生机。

踏入宁波一幼，你会觉得，这里的教
师很会放手。幼儿园占地面积很小，但它
紧邻中山公园，幼儿园有个后门直通公
园。我们经常在公园游戏、学习，只要告
诉孩子们我们在哪里，晚到的孩子肯定能
找到。这里的活动很创新，在走廊、公共
区域，从上世纪就开始了混龄区域的尝
试，孩子们自由选择、自主游戏。这里的
孩子有见识，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经常接
待外国友人，做工艺品、做美食，邀请客
人们参观、品尝。

作为管理者，我在思考：如何在新时
代适应教育的新要求，在寻求发展、与时
俱进的同时不忘初心、坚守初衷，让百年
名园保持活力，让行为课程焕发生机？

课程要发展，教师是关键。办园的活
力一定来自“人”的活力。我们深入感知
张雪门教育思想精髓，了解行为课程核
心，重温并梳理幼儿园百年的文化遗存。
从学原著、研原话开始，大家一起阅读思
考《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一字一句琢
磨先生的思想并尝试摸索前进，保持着对

“生活即教育，行为即课程”专一而深入
的实践和探索。在将行为课程一一解构的
过程中，我们窥见了流淌于其中的课程逻
辑、课程结构，为教师后续的课程再构提

供了依据。
课程的开展不是教师单打独斗的个人

行为，幼儿园在制度上、课程实施模式上
也有着充分的保证。大家达成共识：教育
幼儿，绝对不是在课堂上谆谆教诲，而是
要让孩子们自己领悟，在耳濡目染中获取
直接经验。我们鼓励教师带孩子们走出
去，感受自然、社会，在真实的生活中捕
捉课程的生长点。由此，我们形成了蜗牛
考察队、儿童工作室等课程组织范式。

管理者是个大家长，对教师，关爱其生
活，拓展其眼界，让其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美
好、提升素养。对孩子，张雪门先生说“园
中的事务，凡儿童能做的，如扫地、擦桌子、
拔草、分工管理园具等，应充分由儿童去

做”。我们于是提出“小当家”实践范式。
小班自我服务—中班为班级服务—大班为
幼儿园服务，孩子们在问题意识与解决能
力、创造意识与能力、适应性、合作性等方
面表现出一幼儿童的专属气质。

我们的课程始终以幼儿的生活为基
础，以幼儿实际行动为中心，创新课程理
念，构建了适合当代幼儿发展的行为课程
新体系，形成了“生活是课程的根基，行为
是课程的主线，经验是课程的归宿”的系统
理论。通过“生活、行为、经验”的理论重
建，课程得以从幼儿的生活出发，体现出从
封闭到开放、从单向至多重、从确定走向多
种可能。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幼儿园园长）

方寸海纳，扬帆竞发。在美丽的
海南岛深耕幼教20余载，作为教育部
首批“领航工程”名园长培养对象，
本着“教育家型”园长的奋斗目标，
我在孜孜以求“名园”之旅中感悟
到，名园之名不在高档硬件之名，不
在刻意包装之名，不在浮夸形式之
名，而在思想内涵之名，在于坚守教
育初心、回归育人本真的朴素之名。

办好一所名园，需要有思想的园
长。园长，作为有影响力的教育工作
者，其思想和理念将直接影响园所的
发展方向。身为园长的我，时常会在
实践反思中为教育家型园长画像：乐
于用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
识、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要求
铺就底色；善于将办园理念、规划发
展、营造文化、引领教师等融会贯
通；勇于在管理实践中对学前教育的
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积极回应、聚力深
耕、改革创新。

办好一所名园，需要有匠心的坚

守。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光芒，幼儿教
育应以呵护每个孩子的光芒为己任。
深觉于此，我与老师们共同深入学习领
会“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一教育的根本性问题，积极对幼
有所育中“为什么育、拿什么育、如何去
育”等方面进行多向度、立体化的探索，
对“办怎样的幼儿园、培养怎样的孩子、
遵循怎样的教育规律”等问题展开深度
思考。

我们将尊重幼儿潜能、激发幼儿
梦想、支持幼儿享受童年生活作为己
任，积极探寻海洋文化与学前教育融
合的适宜性。历经 10余年的探索砥
砺，“海梦教育思想”应运而生。海梦
教育倡导以大海之胸怀包容孩子天性
与个性的儿童观，构筑师幼梦想共同
体、尊重儿童成长规律的教育观，兼
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资源观，打通教育
时空探寻大自然大社会就是活教材的
课程观。珍视游戏和生活的独特价
值，融入自然和社会的课程样态，无

边界的畅游、共同体的漫游，呵护孩
子的幻想游戏，守护孩子宝贵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支持孩子按照适宜的节
奏，在他的生活中如鱼得水。

办好一所名园，需要有和谐的场
域。孩子的成长是具有诗意和想象性
质的，良好的师幼关系、家园关系对孩
子的认知、情感、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发
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幼儿教育仿佛一
个共游的世界，如果把幼儿园、家庭、社
会比作大海，教师和孩子就是共同游弋
其中的大鱼和小鱼，我们倡导为孩子提
供一个“海阔凭鱼跃”的学习环境，关注

“共游尽从容”的师幼关系，亦重视“梦
想照亮远航”的心灵助力，支持孩子自
主发展的无限可能，也助力教师享受职
业的幸福感，在浩瀚如海的学前教育领
域感受美好的教育人生。营造具有支
持性、包容性、接纳性的和谐场域，让每
朵浪花都绽放！

（作者系海南省直属机关第二幼
儿园园长）

择一园，终一生。我在长沙师范学院
附属幼儿园工作已38年。这所倾注我全
部青春与热爱的幼儿园历史悠长、底蕴深
厚，它是毛主席的老师、杰出的人民教育
家徐特立创办的长沙师范学院的学前教
育研究与实践基地。幼儿园诞生于红色
年代，沐浴徐特立教育思想70余载，身为
园长的我不断思考：要传承并办好这样一
所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幼儿园，应该坚守什
么？应该解决哪些关键问题？应该共同
成就一所什么样的幼儿园？

品质共赋，赓续“保证儿童身心平
均发育”的文化印记。在与徐特立教育
思想对话过程中，我们如何站在关注幼
儿生命成长的角度实现文化传承与创生
的彼此融通，丰实幼儿园文化内涵？我
坚持联合高校专家和幼儿园教师共同研
读徐特立教育思想，在多元对话中解决
文化的创生性传承问题。一方面，我们
共商共研，以学校徐特立纪念馆中“保
证儿童身心平均发育”题词为我园办园
宗旨，这一平实又温暖的话语与“促进
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等思想遥相辉
映，强调幼儿身心和谐发展的平衡与兼

得；另一方面，我们在共话共行中践行
文化的传承与创生，确立了教育理念和
培养目标，园歌《小池》应运而生，深
受师幼和家长喜爱。

专业共通，积淀“不用一个模子塑
造人”的课程印记。幼儿园的文化初具
雏形后，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将源远流长
的精神文化转化为鲜活生动的教育实
践。基于徐特立先生“不用一个模子塑
造人”的教育思想，我园建立了高校、
幼儿园、家庭、社区协同机制，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因园制宜开展课程建
设，将对教育思想的追寻转化为教育行
动。以长师附二幼为例，因与高校共同
毗邻特立公园，我们联合高校、家庭、
社区，梳理园外自然资源，协同开展自
然体验活动。随后，我们与高校一起研
究徐特立自然教育思想，开展“自然之
物”与“自然之法”相结合的自然教育
主题活动。教师们基于自然走向幼儿真
实的生活，关注幼儿的体验性思考，有
效助推幼儿整体发展。

合作共融，陶冶“经师人师合一”
诗教印记。幼儿园应培养什么样的教

师？我与徐老“经师人师合一”思想联
动，开展“红色种子计划”研究与实
践，通过师幼并育涵养师德、实现儿童
品德启蒙。在红色种子书屋里，我常常
和党员教师一起品读老校长徐特立、姜
国仁的教育人生。附幼一大批教师为徐
老倡导的“人师”所濡染，对“一生都
做教师，再也不想别的”等教育思想有
着深切体悟。而在培育“经师”方面，
遵循徐老“诗教”及“学用一致，所学
或所研要与所用一致”等理念，我们联
合长沙师范学院成立校园工作坊，研究
师幼互动、主题活动、游戏活动、一日
生活，用研究的态度观察每一处日常教
学，联合培养“双师型”教师，引领教
师在专心致志的业务钻研中反思成长。

依托长沙师范学院百年师范教育和
70余年发展学前教师教育的资源优势，
我们在“校中园·园中校”模式中同力
协契、惟实励新，在“大学里办幼儿
园，幼儿园里办大学”的双向合作中共
筑独具内涵的“特立印记”。

（作者系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
总园长）

我园绿色教育研究成果“自然天放·
尽性成德——绿色课程25年创生实践”
获2022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回望25年的研究历程，如果要
总结点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坚守的
力量。就像我园的吉祥物小蜗牛象征的
蜗牛精神：坚定而沉静、坚持而有耐心，
不跟风，不盲从，长长的路慢慢走。

坚守对儿童的热爱和敬畏。我园“绿
色教育”起源于对儿童生命状态的关注。
1998年前后，应试教育急功近利的不良风
气渗透到幼教领域，“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等商业宣传引发了家长的极大焦虑。
一些幼教机构，打着学前智力开发的旗号，
过早涉猎小学教育内容，打乱了孩子生命
成长节奏。我们清醒地知道，孩子的成长
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幼儿教育要在尊重规
律的前提下施以影响。于是提出“绿色教
育”理念，倡导科学的幼儿教育。

当时幼儿园是差额拨款事业单位，
面临生存压力，是迎合家长需求还是坚
持儿童立场，成了两难。真正爱孩子的
专业幼儿教师，一定会时刻为孩子的可
持续发展思虑。我们遵循“儿童利益优

先”原则，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坚持“绿
色教育”研究方向，另一方面通过家长
学校、家长助教等方式，持续更新家长
观念，终于赢得了家长的肯定。

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国内外各
种教育模式不断涌现。我们没有盲目跟
风，而是坚守对规律的尊重和对儿童的
敬畏，吸收不同教育模式的精华，使

“绿色教育”在坚守传承中不断创新完
善。

坚守把每一件事情做出教育的味
道。“把每一件事情做出教育的味道”是我
园的管理理念，它要求每名教职工的行为
和决策都要从教育的视角出发。其实，要
做到并不容易，作为园长我深有感触。从
2012年起，我的工作日志又增加了一项
内容——筹建新园，而且于8年间建成6
所新园。而筹建新园，看图纸、跑工地是
常态。这些看似和教育无关的事，我都力
求从教育视角审视，把每一所园的创建过
程都看成对教育重新理解的过程。

我们认为，空间、环境是隐性课
程，只有倾注了爱与责任，才能让冰冷
的建筑具有教育的温度与灵性。因此，

从图纸设计到建筑细节、从室内空间规
划到户外功能设计、从环境创设到设施
配备，我都从专业的角度、儿童的视角
研磨与思考，让每一所园的空间、环
境、材料都渗透“绿色教育”的味道。
看着一所所特色鲜明、风格迥异的幼儿
园，看到一批批孩子走进幼儿园，我们
的心里无比满足。

坚守以专业赢得尊重。前几年，很
多人认为幼儿教师就是看孩子的保姆。
为扭转这种观念，把一幼打造成专业人
才高地，是我们一直的追求。但随着幼
儿园规模不断扩大，新教师比例持续增
加，教师平均年龄多年保持在26岁左
右。面对现状，我们没有退缩，而是坚
守“以专业赢得尊重”的信念。从2016
年开始，我们启动“幼儿发展评价”项
目，将观察—识别—支持形成闭环，教
师对孩子的观察和解读不再是泛泛而谈
或流于感觉，而是有理有据。一个个新
教师蜕变成观察孩子、支持孩子的能
手，逐渐进入专业化发展轨道。
（作者系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一幼
儿园园长）

办园理念：永远和孩子在一起

追随“马背摇篮”，一切为儿童
曹雪梅

办园理念：一切为儿童

实验再实验，耕耘“活教育”大麦田
何凯黎

曾琴

办园理念：儿童第一

一餐一饭，恰恰是高质量保教的起点

办园理念：思行合一 快乐随行

那流淌的课程，有一幼儿童专属气质

兀静

娄丹娜

办园理念：海纳立新 梦筑未来

以大海之胸怀，包容孩子个性
李琴

办园理念：把每一件事情做出教育的味道

不跟风不盲从，长长的路慢慢走

办园理念：保证儿童身心平均发育

“特立印记”，刻在幼儿园的基因里
罗晓红

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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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话：从历史中走来，“马背摇篮”精神凝聚成“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六一”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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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话：“游戏是儿童的代名词”，这是儿童与游戏之间最本质的关联，也是成都三幼百年发展的永恒航标。

编辑的话：鼓楼幼儿园的历史，是一部教育家办园的历史，也是一部“科学实验”研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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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话：“幼儿园的好体现在哪里？”对这一问题的不懈追问，成就了西安交大幼儿园的“生态育人、育生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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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话：“生活、行为、经验”的理论重建，让张雪门的行为课程在今天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让百年老园保持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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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话：在海洋的环境中，海南省直机关二幼也拥有了海洋的胸怀，教师与孩子都实现了无边界地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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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话：“保证儿童身心平均发育”“不用一个模子塑造人”“经师人师合一”，徐特立教育思想赋予了长师附幼丰富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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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的话：“把每一件事情做出教育的味道”，正因坚守这样的信念，青西一幼的孩子实现了自然天放、尽性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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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名园长讨论一体化德育话题。

②幼儿在户外玩游戏。

③参会者观摩幼儿园户外环境。

④高高的桌椅让参会者体验到“儿

童视角”。

⑤幼儿引导参会者签到。

⑥幼儿向参会者展示传统戏剧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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