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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丽玲

开展活动时，教师都说要追随幼儿
的兴趣。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真兴
趣和表层兴趣的问题。有些兴趣只是幼
儿的表层兴趣，转瞬而过，而深层兴趣
才是幼儿的真兴趣。教师只有抓住幼儿
的深层兴趣，才能激发他们深入探究。

什么是真兴趣？它有何特征？幼儿
的兴趣点很多，教师如何发现、甄别真
兴趣并及时调整策略开展活动？

真兴趣要能满足幼儿当下的愿望和
需求。小班活动“我和影子做游戏”的
缘起，是因为在益智区给“水果宝宝找
影子”活动受到幼儿的喜爱。因为有兴
趣的支撑，幼儿在整个活动中一直在积
极主动地观察影子、讨论影子、寻找影
子。

真兴趣能让幼儿自发、自主地探
索，不需要教师要求。一天，一名教师
拿快递，孩子们看到了，纷纷好奇地
问：“老师，你的快递是什么？”于是就
有了“我们来建快递站”“设计工作
证”“运快递”等活动。当幼儿拥有一
定的选择和决定活动的权利时，主动学
习就发生了。

真兴趣能引发幼儿持久探索，能生
发有意义、有教育价值的学习经验。以

“成语世界”为例，大班幼儿在参与语
言活动“我的情绪小怪兽”时，脱口而
出四字成语，教师非常惊讶，后续就生
成了“成语绘画墙”“成语播报”等丰
富的游戏。幼儿自发的兴趣是其探究的
动力，能引发他们在游戏、表达和挑战
中充分表现自我。

但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教师经常
被幼儿的天马行空、奇思妙想所困，对课
程走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即判断、甄别
幼儿真兴趣的能力较弱。如何追随幼儿
真兴趣，支持幼儿探究活动的深入？要
破除这个瓶颈，需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解读幼儿，捕捉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真兴趣。在“当菜
小弟遇上大 （3） 班”游戏中，幼儿对新制作的菜单非常满意，
急切想与大家分享，但大家对豆豆组蛋糕的价格到底是多少争论
不休。有幼儿说是 1000，还有幼儿说是 10000。教师想当然地
认为，幼儿对 1000、10000 这样的大数字很好奇，于是就把
10、100、1000、10000写在白板上引导幼儿数数。

可以看到，1000、10000 这些数字明显超出了大班幼儿的
认知。幼儿生活经验缺乏，对蛋糕的价格不了解，才会有千、万
的天价蛋糕。教师此时应判断幼儿兴趣点的适宜性，如果继续探
究下去，幼儿无论如何也搞不清千、万的数量关系。从以上教师
的引导可以看出，教师甄别幼儿的真兴趣时缺少敏感性，当发现
幼儿设计的价格偏离生活实际、认知水平，应及时调整探究方
向，比如可转向了解蛋糕的价格。可以提议：“你们可以问爸爸
妈妈平常吃的蛋糕多少钱，或者跟爸爸妈妈到蛋糕店看看蛋糕多
少钱。”这样引发的生长点可能是蛋糕价格大调查、设计豆豆组
蛋糕价格表等活动，从而让幼儿在生活和游戏中获得数学知识。
教师要学会判断适宜的活动生长点，不要把自己绕进偏离幼儿年
龄目标的活动。

二是引导幼儿，舍弃无探究无意义的兴趣点。“园长为什么
要把一辆破车停在这里呢？”长泰枋洋中心幼儿园的一辆废旧面
包车激发了幼儿浓厚的兴趣，从而引发了“野战车可以玩什么游
戏”的讨论。玩着玩着，幼儿突然开始沉迷“吃鸡”游戏，乐此
不疲地制作各种道具⋯⋯

幼 儿 戴 着 软 棒 做 的 “ 头 盔 ”， 背 着 牛 奶 箱 做 的 “ 急 救
包”⋯⋯教师虽然对幼儿的创造力感到惊讶，但也困惑，此时是
否要遵循幼儿的兴趣？“吃鸡”是什么？幼儿的兴趣需要作分析
和价值判断吗？通过与幼儿一起观看视频并讨论，教师知道“吃
鸡”游戏是虚拟场景，源自军事演练。事实上，幼儿只是对“吃
鸡”游戏场景、道具、动作感兴趣。由此教师作出判断：幼儿的
兴趣并非深层兴趣，开展此活动并不能引发幼儿思考，更缺少教
育价值。在教师的引导下，幼儿很快从“吃鸡”游戏中跳脱出
来，开始运用已有条件玩起了运动游戏。

因此，当一项活动缺少教育价值，教师在尊重幼儿的前提下
应及时引导幼儿调整活动方向。

三是支持幼儿，提供适宜的探究环境。一次户外活动时，长
泰县第三幼儿园的教师和幼儿一起到后操场山坡玩。跟随幼儿的
意愿，教师借由“山洞”这一特有空间场域开展了一系列角色游
戏。材料不足，幼儿就把操场上的轮胎、万能工匠，器械室里闲
置的红标语布条，用运动器具莲花转制成的“旋转餐桌”都搬来
进行创造，玩出了许多教师意料之外的游戏。他们的创意、想
象，在不受限制的开放空间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教师只要为幼儿提供开放的空间，允许材料打破界限，让空
间可移动、材料不固化，幼儿就会生发出无限创造力。

可见，只有符合幼儿需求的事，他们才会主动思考；只有当
幼儿的想法得到尊重，行为得到理解，他们的探究潜力才能被激
发；只有当环境和材料可自由支配，他们的好奇心才能得到保
护，从而迸发出创造的火花。而这一切，都是激发了幼儿深层兴
趣的结果。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漳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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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案例·小微幼儿园如何提质①

编者按 近年来，随
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城
镇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幼
儿园，尤其是农村幼儿园
出现了生源短缺的情况，
园所规模迅速缩小。但规
模缩小不等于质量降低，
一些小微幼儿园抓住机
会，进行改革，提升质
量，比如调整教学组织形
式、深入开展师幼互动
等，从而诞生了一批小而
美、小而优的幼儿园。今
起，学前周刊将陆续推出
小微幼儿园如何提质的案
例，以期对更多幼儿园有
所启发。

10 年前，一直困扰着我们
的大班额，为低质量的师幼互动
和课程管理埋下了隐患。如今
班级少了，孩子少了，大班额不
复存在，标准的班级人数为高质
量的保教提供了保证。但是，基
于我园班级特别少、孩子特别少
的现实，如果现有的 3 个班级封
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势必影
响幼儿园课程实施的整体性。
混龄教育在乡村小微园体现出
独特的价值。我园幼儿一日生
活更多打破班级界限，以混龄大
户外游戏、混龄专用室游戏和混
龄外出活动为试点，尝试探索混
龄教育。

混龄大户外，流动的是孩
子，不动的是教师。幼儿园将户
外活动场地划分为 6 个区域，3
个班的 6 名专任教师每人负责
一块场地的活动组织，每块场地
做到定点、定人、定观察。全园
80 个孩子可以自选户外活动场
地和活动内容，也可在场地间切
换。混龄专用室游戏采取相似
的组织方式。孩子提前做好游

戏计划，活动开始，每个专用室
的负责教师依次到小中大 3 个
班级将相应的孩子带出来，活动
结束再依次送回班级。混龄外
出是指每次组织孩子外出活动
时，都会特意将小中大 3 个年
龄段的孩子编在一组，同时外
出。混龄活动中的“大带小”、
不经意间的“教与学”为深度学
习的发生创造了可能，不同年
龄、经验、能力的幼儿在混龄游
戏中得到不同层次的发展。同
时，混龄模式所营造的家庭式
充满爱的园所氛围犹如一颗温
暖的种子，潜移默化地种在孩
子的心底，慢慢融入孩子的品
格之中。

幼儿园要求全体教职工要
有“大班级”的格局和概念，从认
识全园每个孩子并能叫出每个
孩子的名字做起，将全园 80 个
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大班级”成
员，将本班孩子当作自己的“小
班级”成员，提高全体教职工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混龄活动
的安全性和混龄教育的质量。

实施混龄游戏，打通多种活动实施路径

统筹规划资源 化危机为转机

集体教学、小组化学习和个
别化学习，在课程实施中发挥着
不同的价值。在我园课程建设的
不同阶段，3种方式也有不同的
地位。当下，随着课程建设的推
进，教师对幼儿及其学习规律的
认识不断深化，我园教师逐渐改
变集体教学至上的理念，从小组
化学习到个别化学习，更多幼儿
的需求被看见，幼儿在教育活动
中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彰显和尊
重。

我园将区域游戏作为个别化
学习的主阵地，在实践中探寻出
一条以“玩—说—记—展”为基
本轨迹 的 幼 儿 个 别 化 学 习 路
径。玩是探究发现，甄别幼儿
兴 趣 点 ， 提 供 充 足 的 游 戏 时
间，支持个别化学习的发生；
说是分享表达，为幼儿创设自
由、宽松的语言交往环境，让
每个幼儿都有表达阐述自己活
动经历的机会，让幼儿想说、
敢说、喜欢说，并能得到积极

回应；记是记载录入，把纸、笔
还给幼儿，把相机还给幼儿，用
多元化的表征来记录和表达；展
是策划布展，是对过程和成果的
展示，通过主题海报来呈现幼儿
在个别化学习过程中的思维和
学习品质，是对学习过程和内
容的再现。玩、说、记、展，
可以让幼儿经历个别化学习的
过程，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
认知规律，让学习充满挑战，
也充满乐趣。

教师连续性观察幼儿在游
戏中的学习和发展，同时，我
园制定“幼儿园个别化学习观
察评估指引”，以五大领域为基
础，根据幼儿发展的不同阶段
分为不同的行为阶段，为教师
识别解读幼儿的个别化学习行
为提供依据和支持。教师定期
撰写并交流连续观察记录和评
估指引，将评估嵌入日常学习
与游戏之中，更客观、真实、
有效地完成对幼儿个体的评估。

开展个别化学习，个体评估成为可能

我园地处偏远乡村，但独特的
地理位置造就了独特的教育资源。
随着课程理念的转变和孩子的减
少，我们意识到，一切在室内开展的
活动都可以在户外进行。所有活动
都围绕着自然和季节性，孩子的学
习也时刻伴随着惊喜。

陈鹤琴先生说，大自然、大社
会都是活教材。我们不仅把孩子
从室内带到户外，还从户外带到园
外。我们充分依托乡村丰富的自
然、社会和人文资源，拓宽课程生
长点，将孩子带进广阔的大自然、
大社会，走进山林、田野、树林、小
溪，走进超市、菜场、社区等，让孩
子在自然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
我们把大自然作为老师，孩子的学
习体验在当下生成，即刻发生。

春天，我们一路寻春味尝美食；
夏天，去小溪摸螺蛳；秋天隐身于山
林，在树叶堆里躲猫猫；冬天进山挖
竹笋，享受大山的馈赠。每次外出，
都是对孩子体力和意志的考验。外
出时，我们看到那些平日少言寡语
的孩子也变得活泼、主动；那些内向
孤僻的孩子也变得大胆、自信；遇到
困难，孩子们总能团结合作，齐力克

服。他们的勇敢、主动、投入、专注，
让人感动，更让人敬佩。

外出意味着“走出去”，来访则
意味着“请进来”。我们将当地丰富
的人力和文化资源邀请进园，拓展
孩子的视野，丰富课程内容。如春
季邀请养蜂专家带着蜂箱来园，给
孩子介绍蜂蜜是如何酿成的；夏季
邀请画家来园和孩子一起画满园秀
色；秋季幼儿园桂花盛开时，邀请面
点师傅来园教我们做正宗的桂花
糕；冬季，邀请袁巷手艺人带着机器
向孩子展示如何制作山芋粉丝。

除了外出和来访，节日节气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园重要的课程资源。园内二
十四节气示意图用高低不同的木桩
排成圆弧形，从立春到大寒依次排
列。节气木桩可以作为户外锻炼器
材之一，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直观感
知一年的长度。每到一个节气，教
师都会带孩子给相应的节气文字涂
色，24个节气木桩涂完，意味着一年
结束。万物兴歇皆自然，四季轮回，
我们整合园内外各种资源，建立资
源与课程的链接，孩子们在春夏秋
冬的交替中游戏、生活和体验。

从室内到户外再到园外，拓展课程生长点

由于园所规模缩减，幼儿园管
理人员也随之减少，不再设教研组
长、年级组长。幼儿园课程管理的
组织架构极其简单，只有园长 1
人、副园长 1 人、专任教师 6 人、保
育人员 3 人。课程管理上，我们从
以往的分层管理转型到扁平化管
理，实行两级架构。正副园长直接
参与园级和班级课程审议、指导课
程实施和评价。每周一次的全园
教研活动，正副园长都会全程参
与，或深入班级现场、或分享交流、
或互动研讨、或反思学习。扁平化
的管理方式让园领导直接与教师
面对面，没有中间人，彼此获取的
都是没有经过筛选、分拣的信息，
沟通与指导更加直接、直观、真实、
有效，创造了一种更平等有效的课
程管理文化。

我园的办园理念是“倾听拔节
的声音”，这里的“倾听”既包括教
师要倾听幼儿，也包括园领导要倾
听教师。随着《幼儿园保育教育质

量评估指南》的印发，保教评估更
关注教育的过程质量，师幼互动成
为保教质量的核心指标。我园在提
出“教师对幼儿一对一倾听”的基础
上，再次要求“园领导对教师一对一
倾听”。通过“园长有约”“有事您
说”等方式创造园领导和教师一对
一、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直面课程实
施的真实问题、难点。在双向互动
的过程中，更多教师的智慧与经验、
问题和困惑都被看见，打通了课程
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了
课程管理的实效。

低生育率背景下，乡村园生源
的减少是个短期内难以扭转的现
实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办园质量
就会滑坡。对课程质量的追求与
乡村园生源减少并不矛盾，如能积
极统筹科学规划，反而能化危机为
转机，在乡村小微园中呈现高质量
学前教育的理想样态。

（作者系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
袁巷中心幼儿园园长）

园领导一对一倾听教师，教师一对一倾听幼儿

喻兴艳

近几年，随
着生育率的降低
和城镇化进程的
加快，乡村校面
临着一个令人担
忧的问题——生
源急剧减少。如
今，乡村出现更
多 的“ 空 心 学
校”。我园是一
所大山脚下的乡
村园，5 年来，在
园幼儿数从 300
人 急 剧 缩 减 到
80 人 。 目 前 幼
儿园只有小中大
各一个班，在园
幼儿 80 人，是一
所乡村小微园。
孩子少了，质量
一定会滑坡吗？
我园一直尝试探
索管理转型，积
极破解乡村小微
园 质 量 提 升 难
题，努力实现规
模在减、质量不
减。

（上接第一版）

幼儿园课程是什么？
引导孩子获得有益经验的过程

“你看，那个孩子就坐在那里，他在观察别
人。”顺着扬中市新坝镇中心幼儿园园长王海英
的手指看去，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用箱子、梯
子、垫子等材料搭起来的游戏场。与其他孩子热
火朝天玩打仗游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坐在
高高箱子上的小男孩。他看了看脚下游戏的情
景，然后低下头，左手扶住腿上的本子，右手用笔
在纸上画着什么⋯⋯

这一幅动静结合的画面，迅速抓住了观摩者
的目光。“他可能是临时起意就想画，我们要求每
个区域本子和笔必须提供到位，方便孩子随时取
用。”王海英解释道。

作为一所农村园，扬中市新坝镇中心幼儿园本
着“每个孩子都很重要”的办园理念，一直在追寻着

“一童一案”的教育愿景。在王海英看来，“一童一
案”不能仅仅理解为课程的计划、方案或过程记录，
而应更多地指向生动活泼的教育过程。

在一日活动中，怎样落实教育目标，促进每个

孩子全面而富有个性地发展？对教师来说，就要引
导孩子在教育过程中获得有益经验，而这正是幼儿
园课程的意义所在。为“优化教育过程”，镇江发起
了第三项改革——有效的师幼互动。

推开丹阳市正则幼儿园一间活动室的大门，
几位来访者的出现，并没有打扰到忙碌着的孩子
们。坐在门口附近的小女孩，挺直上身，用毛笔
在纸上勾勒花瓣，褐色的树枝与粉红的花朵，错
落有致，富有美感。

“为什么孩子这么投入，作品这么美？”
“我们强调教育无痕，老师只提供环境和材

料，放手让孩子自己探究，但孩子的力量真的就
是无穷的。”

“表面上看是无痕的，但背后有大量的对于材
料的教研，是有准备的教师在提供有准备的环
境。”听到记者与园长吴益斐的一问一答，史雪君
插了一句。

教育过程的核心是师幼互动。有效的师幼
互动，需要教师创设富有教育隐喻的环境，让孩
子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增长有益经验。

吴益斐坦言：“我们的老师能做到材料的隐性支
持这么到位，是因为跟着孩子做了11年改革，光园
本大教研就做了162次，已经梳理出一套小中大各

年龄段、各区域提供什么材料的方法。”
无论是富有教育隐喻的环境，还是师幼直接的

互动，有效的师幼互动，都是建立在教师持续观察和
倾听孩子的基础上，而审慎作出的决策。

在丹徒区驸马山庄幼儿园，每周二中午都有研
思活动，教师聚焦游戏中的问题，通过阅读反思教
育实践。园长郑娅娜说，园本研修是一场修行，在
一日活动中捕捉、判断教育契机，可以反观教师的
教育观、儿童观、课程观，也让教师越来越擅长“发
现儿童”，自然展现出更加灵动、自然的师幼互动。

这几年，镇江市级层面围绕师幼互动开展主题
沙龙 20 余次，鼓励教师通过“一对一倾听”“文件
夹”“画语集”等，发现孩子的真实感受，捕捉偶发的
教育契机。

在持续的教研中，教师的课程观也在更新。
他们意识到，一日生活中，生活活动、游戏活动、
教学活动等都是课程实施途径，是有机交织的。
他们自主开发周边资源，生成了一个个灵动的本
土化课程活动，激发出城乡孩子生命成长的巨大
力量。

落实《指南》、推行课程游戏化，镇江围绕“以
游戏为基本活动”，点燃了孩子生命成长的力量，
也唤醒了教师专业成长的意识。一个个眼里有
光的孩子、一个个自信专业的教师，交织成一幅
幼儿园教育崭新的样态。就像开头那一幕，钢琴
声中的随心舒展，自然而松弛，和谐而美好。

（上接第一版）
“同在蓝天下，应该享受同样的教育！”安

慧霞克服困难、降低保教费，为村民和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建起兴泉（圪僚沟）园。刚一开
园，立即爆满。

“兴泉园位于太原市西山脚下，安园长特
意为老师们在附近租了宿舍，还提供补助，并
优先‘评先’‘评优’。”兴泉园年轻教师王红说。

“在安园长引领下，看着刚入园时邋遢的
孩子，渐渐变得自信、有礼，家长打心眼儿里
高兴。”兴泉园园长蔚秀娟说。

如今，按照“老园带动新园、中心辐射周
边、公办管理村办、公办帮扶民办”的思路，安
慧霞已“收编”4 所村办园，同时还积极帮扶
本区域 3 所普惠性民办园，形成 3（公办园）+
6（村公办园）+3（帮扶园）集团化管理模式。

“站在教育家的境界做教育，要有大爱。”安
慧霞坚守初心，让更多幼小的生命绽放光芒。

“星旗点亮”辐射全国
“我的办公室挂着山西地图和中国地图。

山西地图上，贴了117颗红星和46面红旗；中
国地图上，贴了35颗红星和18面红旗。这是
我构建的共建、共商、共享幼教共同体‘星旗
图’。”安慧霞告诉记者，“来过兴华学前教育集
团参观学习的幼儿园标红星，本园派出教师团

队讲学、支教的省市标红旗。”
安慧霞始终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她是“双名计划”实施以来山西省首位“名园
长”及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帮扶志愿
者。从 2017 年开始，她带队走进三区三州，
创新“星旗点亮”教育帮扶模式，立足本省、面
向全国，将优质幼教资源扩散至更多幼儿园。

“安园长，我们又见面了！”2023年5月8
日和10月15日，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县直幼
儿园园长李孙秀分两次带领32名来自白族、怒
族、傣族、傈僳族和藏族的幼儿园教师来到兴
华学前教育集团，开展11天的跟岗交流学习。
一见到安慧霞，李园长就激动地上前拥抱。“我
带队赶到太原跟岗交流。11天的日夜相处，园
所教师倾囊相授，他们的专业和爱心深深打动
了我们。”李孙秀说。在兴华学前教育集团，类
似的跟岗学习还有许多，只要有同行提出学习
需求，安慧霞都以开放的胸襟热情欢迎。

向光而生、聚光而行。安慧霞对教育的使
命感深深影响了她的女儿。“妈妈为幼教事业奉
献了一辈子，祖国未来的教育事业需要我！”安
慧霞的女儿说，“我本科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读
教育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前教育硕士
学位，目前在牛津大学攻读研究方法与设计。”

女儿的坚定令安慧霞欣慰，幼教事业的接
力棒，将有更优秀的传承人。

孩子们在观察水稻孩子们在观察水稻。。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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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生命成长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