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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燕 马洁

在自然教育备受青睐的当下，饲
养活动成了幼儿园的“标配”。饲养
活动中新朋友的出现、新生命的诞生
往往充满惊喜，也有很多教育契机。
但日常照料中也会有很多琐事，难免
出现一些困境：小动物那么可爱，看
看、喂喂很开心，但笼舍里的粪便、
异味却没人愿意主动清理；随着时间
推移，大家对动物的新鲜感和关注度
逐渐减退，饲养活动成了丢不掉的任
务；教师想要更多激发幼儿与动物互
动的情感体验，鼓励幼儿通过各种形
式表征，但幼儿不感兴趣⋯⋯

现实困境引发我们对饲养活动的
价值进行思考：饲养活动为什么令人
既爱又怕？爱的是什么，怕的又是什
么？孩子在饲养活动中的实际参与有
多少？怕的背后，是否有更多值得深
思的问题？聚焦饲养活动开展主题教
研，可以引导教师深入思考饲养活动
的价值，建立正确的自然观和教育
观，找到行动方向。

调查教师对饲养活动的意愿

为进一步了解教师对饲养活动的
真实想法，我们面向全体教师开展问
卷调查，了解大家对饲养活动的喜好
程度、参与度、与动物相关的生活和
课程经验等信息。

调查发现，62%的教师表示非常
喜欢饲养活动，27%的教师愿意接受
饲养活动，11%的教师不喜欢。92%
的教师组织过饲养活动或有过饲养动
物的经历，59%的教师组织过与动物
相关的课程。我园“95 后”教师超
过 70%，他们的童年大多伴随着动
画片、玩具和兴趣班，缺少在自然中
成长的经历，因此对饲养活动认知经
验贫乏、与动物互动不敏感或无所适
从。

根据调查问卷结果，我们又开展
了“真心话大冒险”活动。“真心
话”包含“你真的喜欢饲养小动物
吗，你为什么喜欢/不喜欢饲养小动
物，饲养活动中最让你喜欢/讨厌的
事情是什么”等直白的问题。“大冒
险”涉及与动物零距离接触的行动，
比如摸摸大白鹅、抱住大公鸡等。游
戏的形式营造出轻松的氛围，有利于
教师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真实困
惑。

通过信息梳理我们发现，“担心
养不活”是没有饲养动物经验教师的
主要顾虑，他们大多愿意带幼儿进行
基本的饲养活动，并尝试对动物生活
环境进行改造。教师在饲养活动中大
多开展过给动物取名、搭建新家、打
扫、照顾等活动。教师认为，与幼儿一起观察、记录动物的成长变
化很有价值，但对于开展相关课程有些力不从心。

基于调查不难发现，现实困境的背后是教师真实的担忧和疑
惑：“担心养不活”，不愿意长期从事繁琐的照料活动，认识到饲养
活动的价值却对课程组织不自信。究其原因，教师饲养知识与经验
匮乏，与动物的情感联结不够，生成课程的经验不足。这些正是教
师组织饲养活动的难点与困惑，也是教研需要持续跟进的方向。

成立“专家”智囊团

针对教师饲养知识与经验匮乏的问题，我们成立了非正式专家
智囊团。梳理园所人文资源后我们发现，身边有不少教师、家长、
幼儿、后勤保育人员对饲养活动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比如吴老师
四年级的女儿对于芦丁鸡饲养情有独钟，对于芦丁鸡孵化、喂养、
生长变化等都很熟悉。丁老师长期饲养白玉蜗牛，对蜗牛的生活习
性了如指掌。于是，园所邀请这些民间实践“专家”成立了非正式
专家智囊团，适时为班级饲养活动提供知识和经验指导。

非正式专家智囊团的成立，在盘活园所课程资源的同时，也为
饲养活动的实践提供了适时适度的支持。知识与经验的自主获取，
激发了教师的主动性，创设了有弹性的学习空间，教师对于饲养活
动的积极性明显提升了。

开展幸福力故事会

由于大部分教师都组织过饲养活动或饲养过动物，对于“我和
动物的那些事”这个话题或多或少有一些感悟和思考，园所就组织
了幸福力故事会，鼓励有饲养经验的教师讲述自己真实的故事与感
受。段老师讲述了班级幼儿与残疾小羊共同生活一年的经历，喂养
小羊过程中的艰辛与坚持，看到小羊学会走路时的震撼等，这些故
事令人动容。吴老师讲述了家中饲养芦丁鸡的经历，女儿独自组装
鸡舍、主动解决问题，看着小鸡一天天长大既欣喜又不舍，饲养活
动的认知、能力和情感价值鲜活而深刻。讲述者从与幼儿、动物共
同生活的经历中获得滋养，感受职业幸福；倾听者则获得了共情体
验，建立起与动物共同生活的美好期待。

如何以“养育”的方式开展饲养活动？饲养指向动物的生存问
题，关注的是生命过程中某个时间点的生存状态，而养育则需要投
入更多情感，关注的是生命过程中的共情体验以及变化发展的过
程。幸福力故事会链接真实的生活经历，引导教师关注饲养活动的
过程性和生活化，在情感共鸣中走向“养育”。

组织话题沙龙

话题沙龙是我园特色教研形式，聚焦教育教学热点话题，由一
名教师发起，以5—10人不等的小组形式开展沙龙式研讨。围绕阶
段性出现的“兔宝宝”“蜗牛”“农场搬迁”事件和话题，教研主
任、年级组长引领3个年级组各聚焦一个案例成立项目组，开展陪
伴式、参与式研讨，边实践边发现和分析问题，将不同阶段遇到的
问题及解决过程具体化，让教师借助伙伴的力量抱团成长。

教师组织生成课程的能力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在实践中持续
提升。项目活动中的陪伴式推进和话题沙龙，及时梳理并解决了饲
养活动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如“农场搬迁”计划中，是不是所有
的动物都需要搬家？哪些动物可以生活在一起？这些具体问题的深
入思考，激发了教师观念的转变，他们不再把饲养活动简单等同于
喂养、观察、清扫等具体行为，而是开始从“养育”的视角来看
待，关注“共同成长与陪伴”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同时，以观察记
录为依据，借助伙伴的力量应对生成课程中出现的困惑，既能为幼
儿成长提供多元支持，也能为教师搭建可视化的成长阶梯。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钟园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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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不但是幼儿生活的照顾者、管
理者，也是经验和能力的传授者，扮演
着幼儿心目中权威和偶像的角色。因

此，互动不仅是幼儿和教师建立亲密关
系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幼儿朝着我们
的期待发展的重要途径，互动质量直接
影响幼儿良好的人格和个体意识的建
立，也直接影响着教育质量。

有个孩子，从小不爱吃黑木耳。
进入小班后，家长向教师反映了这一
情况，教师知晓后便为孩子制定了改
正挑食习惯的系列教育措施，如阐述
挑食的弊端、奖励小红花、从吃一小口
到一大口再到多吃几口⋯⋯然而，出
乎意料的是，经过一年的“教育”，这个
孩子不但没有喜欢上黑木耳，反而每
天早上在幼儿园门口就要惊恐地查看
当日菜单，如果当天有黑木耳，就会撕
心裂肺地哭闹着不愿上幼儿园。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很多反思。造
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
师把教书育人理解成了“治病救人”，
不吃黑木耳就是挑食，必须“治”。其
实，很多幼儿园教师在教育过程中都
会绷紧“教育”这根弦，面对幼儿的种
种行为，总以纠错和治病的心态来看
待，不举手发言是问题要改，性格内向
不够活泼要改，性格过于活泼安静不
下来也要改⋯⋯于是，师幼互动重心
都放在找问题改缺点上了。

基于此种现象，积极心理学的观点或
许可以扭转教师的想法。积极心理学由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在2000年
前后创立，它的核心思想在于改变传统心
理学过于关注解决病理问题的倾向，而将
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增进正常人群的心理
健康和福祉，倡导积极评价和正向干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21年
2月发表的《积极、成绩优异学生，学校和

教师能做什么》也明确强调，教师与学生
间形成的积极社会情感关系，以及教师对
学生表现出的正向激励反馈，不仅能有效
提升学生的情感状态，更能转化为他们强
大的内在驱动力，从而显著提升学业成绩
和综合能力。

在学前教育领域，积极心理学的
理念尤为契合当前需要。如果我们
在师幼互动中能运用积极心理学的
正向教育理念，改变教师总是“找毛
病”的医生心态，也许能有效提升师
幼互动质量。于是，我们开始了以积
极 心 理 学 为 基 础 的 师 幼 互 动 探 索 。
我们期望致力于构建一种有温度的
互动，让幼儿在其中感受积极情绪的
传递与体验，收获成就感、快乐感、幸
福感和自我效能感，最终成为独立、
积极且充满好奇心的终身学习者。

首先，我们确定了新型师幼互动发
生的基础。我们认为，师幼互动的产生
应基于对幼儿在各种活动中所建构的
经验的细致观察、发现、理解，是对幼儿
成长的新信息进行解读、明晰和赋予意
义的过程。其次，师幼互动是一个鲜
活、持久且全面展现幼儿学习的过程，
是鼓励幼儿认识自身变化、反思自我成
长的过程。最后，师幼互动必须要给予
幼儿积极情感体验，充分发挥幼儿内在
的生命力量。由此，我们确立了高质量
师幼互动的思维路径，即接纳—识别—
激励性反馈。

扭转教师“找毛病”的医生心态

接纳是指无论是幼儿发起还是教
师发起的互动，教师都要充分包容、理
解和分享幼儿的情绪状态、感受或视
角，能站在幼儿的角度去体会他们的情
感和体验，即我们所说的“见儿童所见”

“接过儿童抛过来的球”。
例如，有一次，我和园长等几个管

理者探访一所幼儿园的游戏，来到一个
露台上，看到几个幼儿正兴高采烈地搭
建着什么。见我们走过来，几个幼儿兴
奋地喊其中一位保教主任：“老师，快来
看，今天我们搭的军舰！”一个幼儿还跑
过来试图拉这位教师过去看，我们羡慕
地冲着她笑，这位教师也开心地笑了，
但是她没有打算走过去欣赏，而是忽然
有点儿忧虑地摸着这个幼儿的脖子说：

“哎呀，太阳有点儿大，你好像出汗了，
要不要脱掉外套？”那个幼儿愣了一下，
然后沉默地摸摸自己的脖颈走回了露
台。

为什么好好的师幼互动戛然而止
了？就是因为教师没有接纳幼儿当下
的所思所想，没有接住幼儿抛来的“看
看我们搭了什么”的球，而是着急地抛

出了自己“出汗要脱衣”的球，消解了幼
儿良好的情绪体验。如果教师能接纳
和共情，来到建构区，用欣赏的眼光倾
听幼儿的介绍，满足幼儿的情感体验
后，再发出自己的建议，那么互动自然
会进入下一个话题，幼儿也会更容易接
受和天气变化有关的建议。

由此，回到上面“吃黑木耳”的案
例，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幼儿最后为什么
痛恨和害怕黑木耳了，因为“不喜欢黑
木耳”不是一个被接纳的行为，而是被
冠以“挑食”的坏毛病，教师用的各种教
育手段和方法，其实都是在变相让幼儿
深刻感受到自己行为的不被理解，从而
产生了强烈的抗拒情绪。如果教师能
告诉幼儿，自己也有不爱吃的东西，同
时，让所有小朋友都来说说有没有不爱
吃的东西，那么该幼儿就会发现，其实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爱好，每个人的不同
都是被允许的。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使
幼儿最终长大了也不爱吃黑木耳，但绝
不会痛恨或者害怕黑木耳。一朵黑木
耳折射出的，是每个独特的幼儿是否被
接纳和包容。

接纳幼儿的感受

识别是教师根据幼儿的行为，正
向解读当下什么样的学习正在发生，
体现了对幼儿个体独特需求、能力和
状况的深入洞察与理解，是师幼互动
非常重要的一步。

有一次，4 个男孩到益智区玩弹
子，他们没有按照游戏规则“用筷子
夹弹子”，而是把弹子堆在翻过来的碗
底上。当堆高的时候，弹子会掉下来
四处滚散，幼儿却哈哈大笑。此时，
教师走过来该如何互动呢？有的教师
可能会指出幼儿的错误，指导幼儿重
新回归到正确的游戏方法中去。但是
在我们的识别环节，要求教师不要先

找错误，而是首先挖掘和发现幼儿正
向的发展在哪里，从更深层次上指向
幼儿的情感智慧、社会适应能力以及
创新能力等多元智能的发展。

比如，教师可以惊讶地说：“什么
事情让你们这么开心？”这是对幼儿当
下游戏兴趣的识别。教师也可以问：

“你们发明了新的玩法了吗？”这是教
师对幼儿创新能力的识别。这不仅包
含了上一步的“接纳”，更让接纳精准
指向对幼儿发展的解读，这种正向
的、发现式的互动能触发幼儿良好的
社会情感联结，为幼儿后续主动积极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识别幼儿的学习

反馈也可以称为“回应”，是行为或
情感交流过程中接收到并给予相应的
关注、理解或行动的过程。在我们所说
的师幼互动中，反馈是基于对幼儿发展
的识别而作出的回应，是强有力地激发
幼儿内在生命力的一个环节。

比如在上面的玩弹子案例中，教师
可以继续反馈道：“今天老师发现你们4
个人玩得很棒，首先是因为你们合作得
很好，其次是因为你们创造了新的玩
法。游戏结束请你们向大家介绍你们创
造的新玩法，让大家也来学一学好吗？
不过，弹子掉到地上逃走了就玩不成了，
你们能想出办法不让弹子掉地上吗？”

这样的反馈是充满激励性的，指向
了幼儿的自尊、自爱、自我实现，鼓励幼
儿继续作出贡献。这种反馈能有效提升

幼儿的积极情绪，能增强幼儿的自我意
识和自主学习能力，有助于培养幼儿良
好的社会交往能力和文化认同感。

综上所述，基于激励性反馈的师幼
互动，首先，它改变的是教师的儿童观、
教育观，是教师深信儿童具有自我构建
和发展潜能的内在驱动力，认同教育应
顺应而非压抑幼儿的自然生长规律；其
次，它强调培育幼儿生命的内在力量，促
进大脑发育，从积极情绪发展的视角来
促进幼儿认知、社交等各种能力的发展；
最后，它将“相信儿童是有能力的学习
者”这一信念落实到教师行动上，把教育
的目的从传统的知识技能传授转变为关
怀和促进幼儿对幸福的感受和体验。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学前教育指导中心）

给予幼儿激励性反馈

（上接第一版）
在程皓宇看来，培养“双技能”复

合型幼儿教师，是从人力资源源头上
为国家培养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搭建平台：让创造的梦
想飞翔起来

“我要发明一个潜水头盔，上面有
像鱼一样的腮，可以在水里呼吸，还有
一个求救信号接收器，能发现需要帮
助的小动物，再安装一个听得懂它们
语言的耳机，就可以和海洋生物交流
玩耍了。”

走进幸福泉大厅，一块深蓝色背景
的互动大屏上，旋转着一个“魔方”，点击

“魔方”上的一幅画，一个创意作品闪现
出来，播放兰雅涵小朋友的视频，就可以
了解潜水头盔的创意始末。

这是由中国发明协会、创新方法
研究会主办，幸福泉承办的“2049 计
划——童创圆梦工程”之“中国娃娃好
创意——十万个怎么办”儿童创意成果
展示交流平台。

“让孩子的创意作品‘会说话’”，程
皓宇说，这个平台不仅展示幼儿及教师
的优秀成果，还将通过建设区域及幼儿
园创新教育成果大数据，促进幼儿园和

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孩子的创意有了，但它不会停留在

口头上、纸上，幸福泉鼓励孩子走进社区
作调研，把作品做出来。

巧思馆作品展示区，有一件孩子们
前不久完成的作品——色盲人专用红绿
灯。杨利静说，这个创意来源于孩子的
色盲邻居过马路时出车祸的事件。孩子
们用巧思法，确定了“既要安全过马路又
不换红绿灯”这一优选思维，得出的解决
办法是“符号红绿灯”。他们设计了不同
符号的贴膜，比如红灯贴上“✕”，黄灯贴
上“▲”。

“中国娃娃的脑力，就是未来中国的
国力。”程皓宇相信，培养“会创造”的孩
子，不仅是为孩子一生的幸福奠基，也是
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大强国战略的基
础保障。

培养“会创造”的孩子

我们是幼儿园的
小主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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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这种“自觉”渗透在镇海中学的方

方面面。学生如果在某学科学习中表现
优异，可以申请不参加该学科的日常教
学，在教师指导下自主学习其他内容；
学生在完成基础作业后，可根据个人学
习需求选择完成选做作业。

教师同样是“自觉”的践行者。学校
没有严格的教师作息规定，很多教师却每
周有 4 到 5 个晚上是在学校度过的，为的
是给学生提供“有温度有智慧的陪伴”。

“镇海是座小城，没那么多喧嚣。可
能正因如此，镇海中学才成为教师的乐
园。”年轻教师辛宇说。

2021 年，刚刚加入镇海中学教师队

伍的辛宇接到通知：学校决定请他加入教
练团队，负责化学奥林匹克竞赛训练。

一参加工作就迎来如此重要的任
务，辛宇怀疑自己是听错了。压力最大
的时候，他绕着操场一圈圈地走，“脑子
里一直想着这事不可能做好”。

然而，学校配备的“学科师傅”很
快到位，手把手指导备赛，让辛宇放下
顾虑，更令人惊喜的是，辛宇发现学校
就像一个魔盒：硬件设施、校际交流、
跨域对话，“只要你想，总能通过学校找
到需要的资源、生长的路径”。一届学生
带下来，辛宇收获的不仅是国家赛事的
金牌、银牌，更是和学生一起“自觉”
成长的快乐。

在镇海中学，“教师的价值体现在学
生的成长上”深入人心。教师们想方设
法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学校也为教师
们创造各种便利。“课堂完全是对新教师
开放的，不用打招呼就可以直接去听
课。”2021年入职的语文教师周蕊说，“学
科师傅、班主任师傅，不论你在哪个岗位，

‘传帮带’的机制非常完备。”
吴国平说：“我们有一支整体强盛的

教师队伍，他们在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拔
节生长保驾护航。”

近五年，镇海中学在五大学科竞赛
中获得 303 个全国联赛一等奖，全国决
赛金、银、铜牌数分别为 72、28 和 7
枚，斩获7枚国际奥赛金牌。

这当然很令师生们感到骄傲。不过，
对周蕊来说，感到骄傲的不只是这些。

周蕊忘不了自己讲过的一堂语文
课。那堂课讲的是 《我与地坛》，很多学
生流下了眼泪。

“史铁生成功了，他的妈妈却离开
了。”“史铁生懂妈妈了，妈妈已经不在
了。”学生们说。

周蕊看着眼前的学生。他们很多人
在数理化上表现出天赋，但是他们依然能
深刻感受到文字的力量和生命的曲折。

如吴国平所说，教育成全人需要注
入更为丰富、科学、深刻的内涵，这是
教育的使命和责任，更是教育拓展自身
功能、展现无限魅力的契机。

园本教研是幼儿园的日常工
作，关系到幼儿园课程开展质量，更
关系到教师专业能力提升。为提升
教研实效，许多幼儿园都在创新教
研模式，力求让教研形式、内容更贴
合教师需求。在实践中，你的幼儿
园正在采用哪些有趣、有料又有效
的教研方式？破解了哪些关键问
题？欢迎给我们投稿，要求有故事
有方法、可读性强。
来稿请发：

jybxqzy@163.com， 注
明“教研视线”。

“教研视线”邀您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