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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位于青岛胶州空港澜庭小
区的胶州市第四实验幼儿园分园已建
设并装修完毕，即将开园。这是2023
年，胶州新建的3所公办园中的一所，
规模为18个班。

近年来，胶州以“办人民满意的学
前教育”为宗旨，采取新建公办园、政
府回购小区配套园、向民办园派驻教
师并发放生均经费等方式，提升普及
普惠水平。同时，通过镇村一体化教
研，提升全市幼儿园办园质量。

多元路径，增加普惠学位

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完善
立体的交通网，激活了胶州的经济。
再加上上合示范区、胶东临空经济示
范区的加持，胶州优势与机遇叠加，入
围2023全国百强县。随着经济活跃，
近年来，胶州外来人口流入迅速，幼儿
园学位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为提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
近 3 年来，胶州加快了幼儿园建设与
启用的步子，先后启用了胶州市实验
幼儿园三里河分园、上合示范区实验幼
儿园、第五实验幼儿园等公办园20多
所，扩增公办学位3000多个。与此同
时，全市还有30多个小区正在建设过
程中，与之配套的幼儿园也在同步建设
中，按规定，它们都将建成公办园。

在加快建设的同时，胶州也在转
变思路，在民办园身上“动脑筋”，增加

普惠学位。七建幼儿园是一所老牌民
办园，办园历史久，口碑好。2022年，
胶州市教体局与其签订协议，按 1∶30
的师幼比为其派驻专任教师，幼儿园
原 有 教 师 保 留 ，同 时 ，按 每 生 每 年
1000 元的标准向其拨付生均经费。
2022 年，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胶州
市与48所民办园签订了协议。

在农村，胶州则通过“一园多址”
提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

2018 年，胶州市教体局学前科科
长胡泽波还在胶州市洋河镇担任教育
办主任。他发现，全镇有27所大大小
小的幼儿园，“一个老师，两间民房，几
个或十几个孩子”是常态。胡泽波意
识到，这种办园模式，很难有质量可
言。在他的努力下，洋河镇中心幼儿
园在原址高标准改扩建，并新建 3 所
分园，容纳全镇幼儿就读。

与洋河镇一样，胶州市通过镇村
一体化，将农村小规模低水平的村办
园、民办园淘汰，公办园撑起了农村的
大半边天。

在多种渠道综合发力下，目前，胶
州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 61.5%，全
市普惠园覆盖率达95.3%。

一体化管理，提升办园质量

走进七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进
行自主游戏，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选
择玩伴、玩具和场地，有的往桶中投
球，有的跳绳，还有的用轮胎与竹竿玩
斜坡游戏⋯⋯

中云街道办事处中心幼儿园园长

范欣，对七建幼儿园这半年来的变化，
感到很欣慰。她记得，第一次来七建
幼儿园时，这里的教师“以儿童为中
心”的理念还比较薄弱，教师主导游戏
的现象还很明显。后来，中心幼儿园
但凡有开放或研讨活动，都请七建幼
儿园参加，而且，每隔一段时间，范欣
都会走进七建幼儿园，指导教师组织
游戏、教研，帮助他们学会放手、观察，
并引导教师组织游戏后的分享、交流。

前不久，范欣又一次来到七建幼
儿园，她惊喜地发现，教师普遍已经领
悟了自主游戏的要义。

“尽管教师的自主游戏理念还需
要进一步提升，但这已是很大的进步
了。”范欣说。

在胶州，像七建幼儿园这样接受
政府经费拨付的民办园，全部被纳入
镇街（学区）中心园，实行“三共一同”
管理，即规范共进、机制共建、课程共
研，学习同步。

以生均经费使用为例，按照规定，
这笔经费不低于 5%的比例要用来作
为教师培训经费。以往，因经费受
限，民办园教师很难有外出学习机
会。但有了经费支持，民办园教师可
以与公办园教师一起外出开阔眼界。

园长们发现，被纳入公办体制管
理后，大家最大的感受是教师队伍稳
定，而且有归属感了。“在一体化管理
的大家庭中，幼儿园受益了，但最大的
受益者还是周边的孩子。”七建幼儿园
园长程红说。

（下转第二版）

青岛胶州增加普惠资源，提升园所内涵——

高质量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本报记者 赵彩侠 孙军

一线行动

25 年，弹指一挥间。一所乡村
幼儿园能发生哪些变化呢？

前不久，笔者慕名来到北临长
江、南依宁镇山脉的江苏省句容市下
蜀镇中心幼儿园，见到在这所幼儿园

工作了 25 年的园长杨华俊，听她讲
述与孩子一起奔跑天地间的故事，畅
谈这所乡村幼儿园的发展变化。

重建乡村幼儿在园生活新样态

杨华俊清楚地记得，她在 1999
年刚参加工作时，孩子们在园里的场
景：园里的桌椅呈现秧田式布局，教
师讲授、孩子们听讲，采用“小学
化”教学方式，那时称之为“跟着老
师学本领”。

“当时，我们认为教材就是课
程，把教材里的知识教完，课程就实
施完毕了，教育也就完成了。”杨华
俊边回忆边展示了一组刚刚拍摄的孩
子们在园生活的场景，只见孩子们在
大自然中行走，奔跑于天地之间。现
在，孩子们从早晨入园开始，教育就
在发生，无论是游戏活动、生活活动
还是教学活动，都渗透了教育意图。
然而，教育意图又是润物无声、自然
而然地融入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之
中。

午休刚过，我们就看到，园里的孩
子们正快乐地忙着：户外生态园场地
上，有的孩子在画画，有的孩子在吹泡
泡；户外沙水区内，孩子们与教师一起
在池塘边“钓鱼”，这些“鱼”是用当
季的树叶和吸铁石制作的；还有的孩子
忙着喂兔子，跳起了欢快的舞蹈⋯⋯

“25 年间的课程变化，让园里改变
了三个不足：乡村教育资源开发利用不
足、对儿童内在需求关注不足、课程生
活向度体现不足。”杨华俊感慨地说，

“现在我们认为：一日生活皆课程，大
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

重塑乡村幼儿教师专业形象

“以前提到幼儿园教师，大家会认
为他们就是高级保姆，负责孩子的吃喝
拉撒睡。”杨华俊说，“的确，曾经也有
教师给予自己这样的角色定位。当时专
业出身的幼儿园教师比较少，多数是由
村里面能唱会跳、善良有爱的姑娘担
任。”

（下转第二版）

杨华俊：与孩子一起奔跑天地间
特约通讯员 唐守伦

本报讯 （记者 施剑松 通讯
员 赵长顺）“本次送教活动的主题
是‘提升共同体内各园教师集体教育
活动的组织能力’。”日前，在北京市
密云区东邵渠镇中心幼儿园，区学前
教育第四共同体送教活动正在进行。
记者获悉，以学前教育共同体为单位
开展“一牵头四轮流”活动在密云区
已是常态，这也是该区提升学前教育
质量的重要抓手。

“对于密云来说，满足人民群众对
幼有所育的美好期盼，要构建‘优势互
补、以强带弱、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密云区教委主任杨福军说。依托“城
区以公办园为示范、公办民办并举、优
质多元发展，农村地区以镇中心园为

示范辐射带动村园发展”的学前教育
公共服务体系，近年来，密云区教委将
全区78所公办园、民办园进行优化组
合，以城区优质教办园为领衔园，镇村
教办园、其他部门办园和民办园为协
同园，构建5个幼儿园学习与发展共同
体。“以一带多”落实“一牵头四轮流”
模式，实现共同体内资源共享。即每
学年牵头园组织开展一次园所管理经
验交流活动，每学年共同体成员轮流
开展一次半日活动交流观摩、一次园
际研修、一次教师跟岗学习、一次“三
节”（体育节、艺术节、阅读节）展示。

据悉，共同体建立后，域内幼儿
园育儿文化理念从“点”入手、在

“面”上深化，结合各园的优势与发

展方向，围绕日常管理、党建工作、
队伍建设、德育工作等方面确定一个
融合主题，开展主题研究活动，推动
理念文化交融，整体提升共同体的教
育质量和水平。与此同时，区教委出
台区级政策扶持，每年确定薄弱园，
以共同体为帮扶主体，有重点地对其
进行帮扶指导。

北京密云：

“一牵头四轮流”提升学前教育质量

学前
周 刊周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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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街道南山社区与辖区八一幼儿园联合开展
“巧手做舞龙 传承龙文化”主题活动。孩子们在志愿者引导下，用灵巧的小手，
对材料进行拼接、粘贴，制作出一条条漂亮的拉花舞龙。图为孩子们在展示自己
的作品。 通讯员 朱华南 摄

巧手制作
拉花舞龙

“快看我！”“哇，好厉害！”日
前，四川省宜宾市高县沙河镇幼儿园
大班的孩子，熟练走上阶梯，拉过绳
桥荡至低处，引起同班幼儿的喝彩。
严寒冬日，也挡不住幼儿户外活动的
热情。从绳桥攀网到农场种植，该园
户外游戏项目精彩纷呈⋯⋯

高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是一个
典型的山区县。近年来，着眼学前教
育高质量发展，高县在学前教育投入
上力度空前，越来越多的活动受到幼
儿喜爱，保教质量得到家长肯定。但
与此同时，城乡学前教育发展不均
衡、乡镇幼儿园保教质量不高等问
题，成为高县创建“国家县域学前教
育普及普惠县”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难
题。

2023 年 9 月，高县以学区管理
“破题”，在县域推行学区幼儿园联
盟，以“龙头园+成员园”模式，带
动幼儿园保教质量提升，全县4个学
区幼儿园联盟以强带弱、优势互补，
有力促进了城乡教育融合，助力学前
教育提质增速。

建立长效机制，联盟内
幼儿园齐头并进

“教研教学缺氛围和指导，教师
成长受限。”采访中，这样的情况曾
深深困扰着高县各乡镇幼儿园的教
师，客观上导致了乡镇幼儿园“留不
住人”、城区幼儿园“一家独大”的
不均衡现象。

学区幼儿园联盟制管理改革，打
破了这种不均衡。其中，最明显的变
化就是教师发展有了制度保障：各联
盟“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中心”安排
各园定期开展跟岗培训、教学视导等
工作，形成教师成长共同体，促进了

“教研训”一体化，成为学区内教学
互助的长效机制。

2023 年 11 月 13 日到 18 日，高
县城区学区幼儿园联盟 5 个公办园、
15 个小学附设园点和 13 个民办园的
行政骨干教师开展了为期 5 天的跟岗
培训，他们走进“龙头园”高县幼儿
园沉浸式参与教学与管理，从环境创
设到课程开展，从保教理念到工作标
准，跟岗培训强度大，教师收获也很
大。

“联盟内大家一起搞教研、同提
升 ， 氛 围 浓 厚 ， 教 师 专 业 成 长 更
快！”高县幼儿园园长罗静告诉记
者。高县幼儿园是省级示范性幼儿
园，办园历史长且保教质量高，在联
盟里利用优势带动各园一起成长，缩
小差距。

2023 年 9 月，高县教体局发布
《关于学区制管理改革工作的实施意
见 （试行）》《关于成立各学区领导
小组和工作机构的通知》 等文件，明
确成立高县“城区、来复、罗场、沙
河”4 个学区幼儿园联盟，确立了

“高县教体局—学区领导小组—三个
中心—成员园”的管理体系。

其中，“三个中心”即教学研究
与教师发展中心、“五育并举”实践
与学生成长中心、资源配置与管理中
心，成为教育教学的关键依托，高县
4 个学区幼儿园联盟都围绕着“三个
中心”开展工作，促进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师幼共成长。
随后，各学区幼儿园联盟根据学

区实际，在联盟层面提出“2023—
2026 三年发展规划”，从“薄弱提
升”“创优提质”“特色发展”等方面
提出各自的阶段性目标与举措，覆盖
全县 88 所幼儿园 （所），“确保园所
一个不落”。

如今，高县每个幼儿园学区都既
有城区优质示范园，又有乡镇薄弱
园，还有民办园，学区内对标提质、
互帮互助，龙头园的教师有了指导提
升的“责任田”，乡镇底子薄的成员
园有了“示范区”，形成了“以强带
弱，以城带乡，共同促进”的良性局
面。

以城带乡，促进幼儿园
个性化发展

“城乡共进并不意味着亦步亦趋，
在实现高质量保教的路上，要找到幼
儿园自身特色发展的支点。”大屋村幼
儿园园长范辞玉深有感触，因为大屋
村幼儿园的成长过程，就是高县幼儿
园在以城带乡发展中走出自身特色的
典型。

大屋村位于高县大雁岭景区，紧邻
宜宾市城区，地理位置优越。大雁岭景
区还是当地有名的红茶基地，景色宜
人。

2016 年 9 月 ， 大 屋 村 幼 儿 园 开
办，受制于办园条件和师资，幼儿园只
有一个班，而且是混龄教学。“幼儿园
刚建起来时，村民宁愿把孩子送到8公
里外的赵场镇学习，都不愿意送到村里
的幼儿园。”范辞玉回忆说。

此后 4 年，大屋村幼儿园维持在
20名幼儿、2名教师、没有保育员的规
模，是典型的薄弱园。

2020 年起，在翠屏区打井街幼儿
园、高县硕勋幼儿园等9所县内外优质
幼儿园以及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选
派的 40 余名幼儿教师的支教和帮扶
下，大屋村幼儿园的保教质量得到了整
体提升。

2022 年，在高县开展学区管理改
革前的酝酿期，高县硕勋幼儿园率先
利用学区资源共享机制，向大屋村幼
儿园捐赠一系列幼儿活动设施，并指
导教师专业成长，还挖掘出“自然育
人”等办园特色。截至 2023 年，该园
已扩大到近百名幼儿和 10 余名教职工
的规模。

如今，走进大屋村幼儿园，绿茵活
动场精致整洁，彩色鹅卵石点缀其间，
童趣十足。在幼儿活动区，爬梯、独木
桩、踏板车等活动设施丰富整齐，精美
灵动的幼儿手工作品在过道与教室墙面
张贴，温馨可爱，该园被誉为“宜宾市
最好的乡村幼儿园”。

在以城带乡中，高县学区各幼儿园
突出乡土特色，从园所实际情况中挖掘
教育教学的丰富内涵。近年来，庆岭幼
儿园、四烈幼儿园、可久幼儿园等一批
园所在教学中结合地方文化、风土人
情，办出特色，城乡各美其美，园所差
距不断缩小。

搭建平台，共研课程共
享资源

活动是幼儿教育的主要载体，在高
县沙河镇幼儿园，豆腐主题课程活动可
以生发出“豆豆生长记、豆腐制作记、
豆腐变形记”等内容。在学区课程资源
共享中，沙河学区幼儿园联盟提出“学
区全体参与、沉浸式培养、进阶式成
长”的教师专业发展路径，聚焦课程改
革提质量。

2023年 10 月，沙河学区分乡镇开
展“科学保教”教研活动。“龙头园”
沙河镇幼儿园重点培训了联盟中心园
工 作 3 年 以 内 的 新 教 师 ， 以 及 民 办
园、附属班的教师，让科学规范的工
作标准落地落实到联盟各园所的一日
保教活动中。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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