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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曼莉 王海英

乡村振兴的春
风吹遍大江南北的
田野，然而离农向
城的乡村幼教旧生
态和相融向荣的乡
村振兴新期待之
间，仍存在较大鸿
沟。基于教育的社
会 和 文 化 功 能 ，

“新乡土幼教”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新发展阶段中孕
育而生。

“ 新 乡 土 幼
教”，是指超越传
统乡土幼教单一本
体功能 （教化育
人），实现本体功
能与社会功能（乡
土社会重建）、文
化功能（乡土文化
复兴）合一的全新

“园—村”“园—
社”“城—乡”互
动体系和关系格
局。

“ 新 乡 土 幼
教”和乡村振兴如
何协同发展？我们
在 6 省 15 个乡村
幼儿园和乡村中采
集了丰富的田野经
验，探寻“新乡土
幼教”的价值意义
与实践路径。

保教视点

乡村园与乡村如何互哺共兴

小火虽未炽，星火可燎原。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通过儿童
动员家长、家长动员村民的行动路
径，乡村幼儿园发动全村携手助力乡
村振兴。

新火试新茶：“新乡土幼教”培育
乡风文明。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根
本，乡土文化是乡风文明的“魂”。乡
村幼儿园不仅能挖掘和传承乡土优秀
文化，还能创新和传播乡土优秀文化，
培育乡风文明。如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
龙门镇中心幼儿园通过“小龙人”课
程，将古建筑群和民风民俗等古镇文化
资源编织成网；江苏省溧阳市前马幼儿
园的儿童作为“小小乡村探访者”参观
红色革命根据地，并以讲故事、绘制连
环画和表演电影等方式传承红色精神。
此外，儿童和教师还通过文化再创作，
借助口耳相传和网络平台等扩大乡土文
化的影响力。如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
县鱼塘镇小学附属幼儿园将茶文化融入

班本课程，并将采茶的民歌小调改编成
普通话版 《采茶歌》；广东省中山市厚
兴黎桂添幼儿园联合高校举办儿童作品
展，展出儿童制作的保护古村落的宣传
海报和文创产品，如酵素洗洁精等，唤
醒家乡记忆，通过社交平台宣传，吸引
社会关注。

童心织密网：“新乡土幼教”推进
治理有效。整合儿童和教师等多主体的
力量是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的必要条
件。儿童可以通过儿童观察团和儿童议
事会等，以“乡村小主人”的身份亲身
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如江苏省苏州市吴
江区青云幼儿园竞选小村长，开展“小
村长论坛”讨论如何收割水稻；前马幼
儿园接收了镇综治办移交的百姓议事
堂，作为孩子们的园外教育场所和乡村
治理的议事场所。教师作为村庄的知识
分子也能够参与到村庄治理中，如云南
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六哨乡龙
街幼儿园教师会对周边村民进行普法宣

传，加强园所和村庄联结。
星火以燎原：“新乡土幼教”助力

产业兴旺。乡村幼儿园举办的文化活
动，不仅能激活文化活力，还能带动
产业兴旺。民俗节日承载了村庄共同
的情感联结，也蕴含着独特的艺术价值
和潜在的经济价值。在墨江县脱贫攻坚
时，为解决酸木瓜滞销和乡村文化生活
匮乏问题，教研员兼驻村队员与新抚镇
小学附属幼儿园、新塘村金宝贝幼儿园
一起，联合村民们共同策划了第一届酸
木瓜花节，全村600余人参演大地实景
剧，使酸木瓜的价格翻了三倍，促进了
当地经济发展。此外，依托幼儿园的村
庄研学和亲子活动，还可以增加村庄集
体的经营性收入。

与此同时，“新乡土幼教”还能保
障生态宜居、助力生活富裕。幼儿园
教师和幼儿能够贡献自己的绿色力
量，宣传垃圾分类、做社区的环保卫
士。乡村幼儿园不仅可以让家长安
心上班，还可以提供一定的工作岗
位。如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文庙北关
幼儿园的部分民办教师和保育员是北
四村符合聘用条件的村民。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乡村幼儿园敞开园门，通过识
别、转化资源来实现村庄资源化和资
源课程化；乡村敞开怀抱，通过开
放、投入资源来帮助幼儿园发展，实
现园所建设公共化。

遍地是宝藏：村庄资源化。乡村
不是资源的洼地，它蕴藏着各类宝贵
的资源，包括农作物、动植物等自然
资源，民间习俗和人文景观等人文资
源，还有人力和产业等社会资源。可
见，乡村并不是缺乏资源，而是需要
发现和筛选资源的意识和行动。敞开
园门，教师和幼儿走进乡村去寻找、

发现资源。如青云幼儿园的“走村”
活动，教师与村民沟通，家长带孩子
了解乡村的历史习俗。师幼再共同梳
理资源，根据兴趣性、目标性、可行
性等原则筛选出合适的乡土资源。

甘泉引活水：资源课程化。村庄
向幼儿园开放资源，欢迎幼儿园打开
园门，在更广阔的乡野里开展课程。
如北关幼儿园与社区合作开发劳动教
育课程，利用流转耕地建立圣地农
庄，为幼儿打造便于亲身体验的劳动
教育基地。与此同时，村庄也走进幼
儿园，将资源转化为课程，促进幼儿
成长。一方面，应园所需要，村委会

安排社会人士入园开展课程。如青云
幼儿园在村书记支持下，邀请木梳传
承人入园介绍木梳制作工艺。另一方
面，村委还会参与课程审议、课程活
动。如四川省蒲江县城西幼儿园光明
分园积极融入社区，邀请社区领导参
与家委会等活动。

多方共筑巢：建设公共化。“家—
园—村”协同育人理念深入人心，村
民自发关注并参与幼儿园建设，如村
民捐赠老树桩、报废车等物资给幼儿
园。此外，村庄还通过物力、财力和
人力支持幼儿园发展。如陆笪村在儿
童节为幼儿园孩子们送礼物，赞助园
服和玩具等；北关村在幼儿园资金困
难时提供支持；龙街村在幼儿园建设
初期提供人力帮助。这些均体现了全
村共同养育孩子的社群精神。

过去，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和
晏阳初的“四大教育”理念在乡村幼
教的田野上播下希望的种子。而在大
进城的时代洪流中，乡村幼教的自信
几经衰弱。如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号角已经吹响。应时代之召，“新乡
土幼教”从专耕教育之田，逐渐转向
嵌入、服务、改造乡土社会和文化之
野。

“新乡土幼教”助力乡村振兴，
可能经历从“身在心神不在”到“身
在 心 在 神 不 在 ”， 再 到 “ 身 心 神 俱
在”的转变。“身在心神不在”，指乡

村幼教虽居于乡村，但忽视乡土资
源，在向城化的浪潮中迷失自我价值
和功能定位，留不住教师、生源和家
长；“身在心在神不在”，指乡土幼教
心在乡村、心融乡村，以有本土自信
的乡村幼教吸引教师、生源和家长，
将自身融入村庄的时空双维和治理秩
序中；“身心神俱在”，指“新乡土幼教”
不仅在乡村、融乡村，更要建设乡村、
引领乡村，小手拉大手，卷入全村庄，
借幼儿园课程挖掘、传承、创新、传播、
增值乡土资源，点燃全民建设乡村的
热情。由此，“新乡土幼教”的自信

如雨后春笋，久经酝酿，最终破土而
出。

从 6 省 15 个乡村幼儿园和乡村的
田野经验中，我们发现，只有幼儿园
和村庄识别自身与彼此价值，聆听彼
此关切，共享彼此资源，形成深层的
情感联结，“新乡土幼教”和乡村振兴
协同发展才有可能。我们坚信，随着
乡村振兴全乡参与，服务全乡，全乡
共享，激活所有资源，“新乡土幼教”
扎根乡土，融入乡土，重造乡土，发
挥引领作用，两者必将更好地互哺共
兴。期待“新乡土幼教”点燃各地乡
村幼教和乡村振兴的热情，积极探索
二者协同发展的本土经验。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

2 一个村庄滋养整个幼儿园

3 “新乡土幼教”自信破土而出

1 一所幼儿园点亮整个村庄

胡珂怡

孩子们在教室外开辟了一片后花
园，种植了许多爱吃的蔬菜。在养护菜
园的过程中，一群西瓜虫吸引了他们的
注意。“这里有只虫子！”“这里也有！”
发现了一只又一只的西瓜虫后，孩子们
试着把西瓜虫带回教室，并放到小桶里
面观察：“西瓜虫爬得真快啊”“它有很
多脚”⋯⋯孩子们不断地与西瓜虫亲密
接触，了解到许多有关西瓜虫的秘密。

在小班孩子们探究西瓜虫的整个过
程中，我们可以剖析孩子们对于“生
命”这一词语的理解：从不注重西瓜虫
的生活环境，到创设适合西瓜虫生活的

“家”，再到把它们送归大自然，这是从
“为我所用”到“尊重动物伦理”的变
化；从把西瓜虫口头称为“我们的朋
友”，到在好奇心驱使下把它们作为观
察对象，再到以“生命个体”来看待比
自己渺小得多的虫虫，这是从“假朋
友”到“真朋友”的变化。

关注生命角色：一桶土
的“家”

一天晨间活动中，当梦涵从菜园子
抓来小小的西瓜虫想要放到小水桶里
时，她突然停了下来：“这个桶里有好
多西瓜虫了。”笑言问她：“你还要新的
水桶吗？我去给你拿！”梦涵看到空水
桶，双手相合鼓出一个空间，把西瓜虫
藏在里面说：“我不要水桶，我去挖点
儿土。”不一会儿，梦涵带着半桶土回
到植物角，用小耙子舀起两只西瓜虫放
到了土桶里，并高兴地喊来小伙伴：

“我给西瓜虫做了一个家！”孩子们的小
脑袋凑在一起看着土桶，努力在土堆里
找西瓜虫的痕迹。

孩子们早已在前期活动中发现西瓜
虫最喜欢潮湿的环境、需要可以躲避的
树叶和石块等。但在观察西瓜虫时，却
只是利用一个小桶，单纯地把西瓜虫作
为观察的对象。当梦涵突然决定不把西
瓜虫放到空桶里时，她开始考虑到西瓜
虫作为生命个体的意义，所以试着用土
给它们做一个“家”。教师作为支持
者，可以通过及时的关键性提问，引导
孩子产生尊重生命的情感。

教师问：“梦涵，你为什么在桶里
放了土呢？”锦睿着急地回答：“因为她要
给西瓜虫做一个家！”教师又问：“之前我
们不都是直接把西瓜虫放在桶里吗？怎
么梦涵突然给它们做了一个家呢？”梦涵
马上回答：“它们太可怜了，一直在爬啊
爬的，都没有地方藏起来。”于是，越来越
多的小朋友提出要去挖土给西瓜虫做一
个“家”。教师跟着孩子们来到菜园
子、花坛边、小农场，挖了不少土，也
抓了不少西瓜虫。

关注生命需要：西瓜虫
喜欢的“家”

在孩子们展示给西瓜虫做的“家”
时，教师观察到，桶里出现了不同的新
材料，比如贝壳、石头、树叶、苔藓、
小花，孩子们说西瓜虫会喜欢。

当孩子们以“为西瓜虫做一个家”为
目的进行实践活动时，每个人会有不同
的心理活动，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呈现出
不同类型的“家”，也关注到了西瓜虫的
生命需要。此时教师可以通过简单的对
比，请孩子们自由交流，辅以适时的提
问，帮助孩子们进一步换位思考。

教师组织孩子们把自己给西瓜虫做
的“家”放在一起，梓妤指着自己桶里
的贝壳很自豪地说：“我做的家最好，
西瓜虫喜欢贝壳。”依诺马上说：“我挖
了苔藓，西瓜虫喜欢苔藓，还喜欢花，
青菜开花的时候它很高兴的。”教师提
问：“你们怎么都把西瓜虫喜欢的东西
带来了呀？”疏影率先说：“因为它们喜
欢呀，就要放到它们的家里，这样西瓜
虫才开心。”锦睿还说：“西瓜虫看到喜

欢的东西越来越开心，然后它们就住下
来了。”其他孩子纷纷点头。

关注生命状态：舒适又
便于观察的“家”

接下来的两天里，孩子们每次从户
外回来都会带回一些小植物、小石块
等，放到西瓜虫的“家”里，但慢慢
地，大家发现观察西瓜虫变得很困难，
因为水桶很小、很深，桶壁又有颜色，
经常找不到西瓜虫。怎么办呢？

现在正是孩子们对于西瓜虫兴趣最
为浓厚的阶段，如果一时见不到西瓜
虫，确实能帮助他们明白西瓜虫喜欢

“躲藏”，也能一定程度上帮助孩子们学
会耐心等待、安静观察，但如果长期得
不到积极反馈，难免会消磨孩子们的兴
趣、打击他们的信心、影响后续活动开
展。教师应通过适宜的方式帮助孩子们
获得延迟之后的满足感，并引发后续的
观察与探究。

午休时，教师通过视频和孩子们一
起观察了其他人做的“虫虫之家”。在
细节呈现上，孩子们清楚看到了虫虫趴
在玻璃缸壁上的画面，十分惊讶地说：

“鱼缸可以做虫虫家吗？”教师鼓励孩子
们自己去尝试，于是，一个个透明的生
态瓶慢慢出现。

教师顺势提供了清晰度更高的放大
镜、各种虫类标本、相关绘本等，一只
只西瓜虫在生态瓶里的生活变得清晰可
见。当它们钻进土壤，孩子们甚至有机
会看见西瓜虫扭动的肚子和细密的小
脚；把扩音器放在缸口，孩子们就听到了
西瓜虫爬动的沙沙声；玻璃缸作为一种
大口、较浅的容器，孩子们也有机会轻轻
抓起西瓜虫，感受它在指尖爬动的感
觉。同时，在颜料、彩泥等系列手工材料
的支持下，孩子们竟然联系已有经验抓
住动物的典型特征，做出了长条的蚯蚓、
细长尾巴前面有个大脑袋的蝌蚪⋯⋯

关注生态关系：自然的
“家”

渐渐地，孩子们发现缸里的土干
了，有些苔藓也变了颜色。“浇点儿水
吧，西瓜虫不是喜欢水吗？”“浇水吧，
草都枯萎了。”“西瓜虫喜欢潮湿，不是
喜欢水。”“喜欢潮湿就是喜欢水！”这
表明，孩子们关注到了西瓜虫生活的一
个重要条件：湿度。这个概念在前期活
动中曾反复被提及，但孩子们未曾真切
感受到这个词的意义。与此同时，因为
生态瓶中存在的生物远不止西瓜虫一
种，苔藓、四叶草、蚯蚓、小蜘蛛等也
陆续在生态瓶中存活下来，这可以帮助
孩子们感受自然界各种生命间的相关
性。

在后续的观察和养护过程中，教师
鼓励孩子们自己尝试使用各种工具，比
如水杯、花洒、喷壶等，试着控制生态
瓶中的浇水量，也引导孩子们观察什么
时候需要浇水、浇水要浇到哪个部位、
怎么关注土壤中的其他小动物。孩子们
慢慢摸索出了一套更加适合饲养西瓜虫
的方法，也在持续性的探究中感受到生
命的神奇。

饲养了一段时间后，孩子们不再把
西瓜虫带回教室，并表示：“让它在地
里玩，它会更开心。”当一个生态瓶被
不小心打碎时，新的契机出现了，孩子
们把生态瓶中的西瓜虫送回了大自然。

西瓜虫探究之旅，是孩子们对西瓜
虫从单纯地感兴趣到把它当成朋友的过
程 ， 更 是 孩 子 们 发 现 生 命 、 感 受 生
命、尊重生命的体现。整个活动中，
教师不止一次尝试优化低结构的活动
模式、调整自然诱导区中的材料与隐
性支持，帮助孩子们释放天性，打破
约束，走向更适宜小班幼儿理解与接
受的五感共通活动方式。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六一幼儿园）

由西瓜虫引发的
生命探究之旅

刘娟

智慧缘起：自理能力培养是幼儿成
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能够促进幼
儿动手能力的发展，也能让幼儿更加自
信，这也符合我园“因自理而自立，因
自立而自信”的教育理念。秋冬季节，

幼儿衣物逐渐加厚，洗手时需要挽起衣
袖避免打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
幼儿的主动性较弱，出现了一系列需要
解决的问题。一是幼儿形成了依赖感，
不会主动挽袖子；二是等待时间过长，
先完成的幼儿无事可做；三是增加了教
师的负担。那么，如何提高幼儿洗手的
积极性？结合幼儿年龄特点，我们认为，
有趣的、操作性强的方式才能受到幼儿
欢迎。通过与班级教师审议、与幼儿共
同商讨，我们选出了幼儿喜欢的青蛙形
象，制作出可以将手伸进去的大嘴巴青
蛙，提醒幼儿在洗手时注意挽高衣袖。

活动过程：教师将制作出的大嘴巴
青蛙摆放在洗手池边，幼儿每次洗手时

都能看见。洗手前，幼儿挽起衣袖，将
手伸进青蛙嘴巴里比一比，衣袖位置到
青蛙嘴巴即可洗手。针对幼儿身高的个
体差异，为方便幼儿操作，青蛙没有固
定在洗手池边，幼儿可根据自己的身
高，选择站立拿起青蛙比一比或放在池
边比一比。大嘴巴青蛙投放后，幼儿洗
手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明显提高，在与大
嘴巴青蛙互动的过程中增加了愉悦感，
而且能有意识地主动挽起衣袖，挽袖技
能也不断增强。幼儿逐渐理解，挽袖子
不是一件麻烦事，反而很有意思，也养
成了爱洗手、讲卫生的好习惯。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
北街幼儿园）

大嘴巴青蛙

教师智慧

精彩个案

幼儿观察西瓜虫。 胡珂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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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嘴巴青蛙外观。刘娟 摄幼儿与大嘴巴青蛙愉快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