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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军 邓晨雨

早在2006年，湖南省宁乡市幼
儿园就致力于乡村幼儿游戏课程研
究，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课程建
设日趋成熟。乡村幼儿游戏一般特指
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易教易学并且
具有乡村特色的游戏活动。游戏评
价是乡村幼儿游戏课程实施的重要
部分。

科学有效的评价策略既能保证
幼儿愉快、有益、自由地活动，又能为
乡村幼儿游戏课程的持续深入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湖南省宁乡市幼
儿园承接了省“十四五”规划课题“乡
村幼儿游戏课程评价体系构建研
究”，在探究中我们发现，目前乡村幼
儿游戏评价存在评价内容不全面、
评价过程不连贯、参评主体较单一等
问题，这对幼儿发展和课程建设均不
利。为解决这些问题，教师需积极
调整评价策略。

实行评价分级，提高评价的
针对性

各年龄阶段幼儿身心发展特点
各有不同，我们结合《3—6岁儿童
学习与发展指南》健康领域的相关
内容，对幼儿进行分级评价，区别不
同年龄幼儿的评价重点，以求更具
有针对性。

小班幼儿（3—4岁）游戏水平相
对较低，评价重点放在基本运动能
力、游戏参与度、学习模仿能力上，
通过直接观察、互动反馈、作品展示
来实施评价；中班幼儿（4—5岁）具
有初步自我控制能力，评价重点放
在社会交往能力、游戏规则理解、创
造力表现上，可以通过幼儿在角色
扮演、情境模拟、小组游戏中的表现
来实施评价；大班幼儿（5—6岁）自
主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评价重点
放在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策略性思
考、情感表达与沟通上，除了使用小
中班的评价策略，还可以通过活动
后的幼儿分享讨论感受，以及收集
游戏活动的作品成果，让幼儿参与
到活动评价中来。评价侧重点不
同，更能了解不同年龄幼儿在乡村游戏中的参与程度、技能掌
握、情感体验等方面的情况，有利于教师更有针对性地为他们
提供更适宜的乡村游戏内容和活动。

优化评价过程，提高评价的有效性

整个评价过程分为评价前、评价中、评价后，教师根据评
价各阶段不同的关注点来优化，提高评价的有效性。

评价前。一是明确评价目标。在开始评价之前，明确评
价的目标，确保评价方向与幼儿的发展目标一致。二是选择
合适的评价策略。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游戏类型，选择适
合的评价方法，如观察、记录、作品展示、口头反馈等。三是制
定评价标准和指标。制定清晰、可操作的评价标准和指标，能
够对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进行客观、全面地评估。例如，在乡
村游戏案例“跳房子”中，预设评价目标为幼儿的手眼协调能
力、投掷能力、单双脚跳能力等，教师选择制定观察记录表，通
过清晰的记录评估幼儿的能力水平与技能发展。

评价中。一是确保评价的连续性。在一段时间内持续观
察幼儿的游戏表现，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他们的游戏水平和能
力发展情况。二是重视过程性评价。在乡村游戏的评价过程
中，教师要关注幼儿在游戏过程中的表现和发展，而不仅仅是
结果或成绩。三是强调反馈与指导。教师要及时给予幼儿反
馈和指导，帮助他们了解自己在游戏中的表现，并提供具体的
改进建议。在乡村游戏案例“抬轿”中，教师通过持续观察幼
儿的合作行为，及时对幼儿进行指导，帮助幼儿掌握平衡的技
巧和协作搭桥的方法。

评价后。一是确保评价的公平性。确保给予每个幼儿公
平、客观的评价，避免偏见和歧视。二是注重幼儿的主观感
受。关注幼儿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了解他们对游戏的喜好和
兴趣，以便为他们提供更适合的游戏内容和活动。例如，案例

“跳竹竿”选材于幼儿感兴趣的、富有挑战性的合作游戏。从
活动过程来看，幼儿积极参与游戏，敢于挑战多人跳竹竿。教
师在游戏过程中关注幼儿的需要，对于游戏能力较弱的幼儿，
能够及时提供指导与帮助，让幼儿跟上游戏进度。

多元评价主体，提高评价的客观性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管理人员、教师、幼
儿及其家长均是幼儿园教育评价工作的参与者。但在不少幼
儿园的实践过程中，更多的是管理人员和教师的评价，所以需
要向多元主体转变，鼓励幼儿、家长等其他主体参评。

幼儿自评。在游戏结束后，引导幼儿回顾自己的游戏经历，
并分享自己在游戏中的感受、体验和收获。为了帮助幼儿更好
地进行评价，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问题加以引导，例如：“你今天
玩了什么游戏？你觉得这个游戏好玩吗？为什么？你在游戏中
遇到了什么困难？你是怎么解决的？”在幼儿分享自己的游戏经
历后，可以鼓励他们反思自己在游戏中的表现，并提出改进建
议，这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

师幼互评。在进行师幼互评之前，教师可以与幼儿一起
讨论和制定评价标准，增进幼儿对评价标准的理解。教师在
游戏过程中要密切观察幼儿的表现，记录他们的游戏行为、互
动情况和情绪反应等。这些信息可以为后续的评价提供重要
的依据，再通过师幼间积极的互动和对话，教师可以更好地了
解幼儿的游戏体验和需求，为改进游戏设计和指导方法提供
有益的参考。

家长参评。家长参评是家园共育的创新形式。在参评之
前，园方需向家长介绍游戏主题、规则等信息。家长与幼儿朝
夕相处，比较了解幼儿的行为习惯，可以注意观察幼儿的表
现，包括他们的游戏行为、互动情况、情绪反应等。家长可以
通过注意幼儿在游戏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合作性等方面的表
现，亲身感受到幼儿的成长。家长还可以从游戏内容、材料、
环境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幼儿在游戏中的表
现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共同努力促进乡村幼儿游戏的不断
改进和幼儿的全面发展。

总之，乡村幼儿游戏是幼儿的一种学习方式。只有树立
正确的游戏评价观，通过多种形式的评价，才能充分理解幼
儿、相信幼儿、对话游戏活动，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鉴定、诊
断和调控作用，让幼儿成为游戏的主人，在游戏中快乐成长。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宁乡市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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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幼儿期是品德形成的“关
键播种期”。为帮助幼儿“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着力解决
当前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主要存在的“目标宽泛不明晰、内
容零散不整合、实施路径单一不立体”三方面问题，湖北省
省直机关第三幼儿园（以下简称“三幼”）将品德启蒙教育全
方位、全过程融入幼儿生活，形成了“红绿合和”品德启蒙育
人模式。以“红”立德，以“绿”树人，教养为红，自由为绿，培
育幼儿“有教养的自由”。

1955年建园以来，一路沉淀反思、一路深耕收获。我
们致力于将教育融入幼儿的终身发展、融入国家和民族的
未来，见证了一批批幼儿从三幼启航，飞往祖国的大好河
山，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文化是幼儿园发展的生命力，也是
孕育有教养的自由人的最大场域。我们
坚定走稳文化强园之路，让“以文化人”
贯穿育人全过程，赋予三幼永久生命力。

如何从文化的千园一面中找到自己
的位置？同质而生，如何不同？在文化
强园的路上，我们牢牢把握厚重的“三幼
味道”。2013年，我们抓住省委、省政府
授予的“湖北省学前教育示范基地”契
机，建新楼、铸文化、创环境，打造了“一
点一滴一爱意、一处一景一教育”的三幼
乐园，九易其稿，构建了以“托起明天的

太阳”为办园宗旨的完整文化体系。
一次加班，女儿画了3只飞舞的蝴

蝶，我的灵感瞬间迸发，又让女儿尝试着
画了3个小娃娃，看着眼前充满童稚的
画面，我们的园徽就这样诞生了，并从上
千个征集而来的名称中，选择将其命名
为“新希望”。这是我们的文化灵魂，既
传承着“三保”悠久的历史，也寄托着三

幼娃“善观察、会交往、乐表现”的三大发展
目标，寓意着我们托举的幼儿是民族的希
望、国家的希望、家庭的希望，传递着“培育
中国心的现代娃”这一愿景。

没有价值引领的教育不叫教育。我们
把幼儿面向未来的发展这一价值引领作为
出发点和归宿，始终保持教育定力。我带
领核心团队卷起铺盖扎根三幼，连续奋战

22个日夜，一行6人同吃同住，在不断的
学习、复盘、再学习的螺旋提升过程中，坚
持实践育人导向，以三幼的教学实践为探
索点，把握住好赛道、好题目、好概要、好论
证、好附件、好环境的“六好”要素，让育人
主张呼之欲出。我们提出“有教养的自由”
育人理念，确立“培育中国心的现代娃”育
人目标，创建“红绿合和”育人模式。用理
念、目标、模式有力回答教育三问：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在“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中让三幼娃扎根
中国、面向未来。

以文化人，赋予园所永久生命力

获奖项目

2022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红绿
合和：幼儿园品德启蒙教育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教学成果奖这样“炼成”

自由是有限度的。什么是“有教养的
自由”？教养的最基本界定是不妨碍他
人，“有教养的自由”是在自由精神成长下
建立起对自我的约束和对他人的尊重。
这一育人理念也根源于中国五千年礼仪
文化，是从古代、近代到现代守礼有度的
教育要求。三幼有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
自由精神，让每一粒“自由的种子”扎根大
地。我们将“有教养的自由”育人理念通
过环境浸润、生活渗透、活动整合、家园共
育“四维合和”，有效解决品德启蒙教育路
径单一的问题。在10余年“室内外游戏
一体化”探究中实施“课程回溯与生成双
向融合、室内外环境有机联结、教学与游
戏灵活切换”三策略，帮助幼儿在自由生
长中建立起规则，塑品格、养习惯。

环境浸润作基础。环境是幼儿园隐
性的教育元素，是天然的育人体。我们
立足中心城区幼儿视角，让游戏环境向
空中生长、向信息化融合、向园外延伸，
通过室内外游戏一体化，在自主选择材
料、自由选择玩伴、自发获得成长中，隐

性渗透品德启蒙，不断满足1600多名幼
儿多元化游戏挑战。如今，最吸引三幼
娃的就是红绿合和“西游记乐园”，将红
色传统文化《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绿色
生态水循环的“水帘洞”完美结合。我们
有一个愿景，就是将传统文化注入游戏
环境，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当孙悟空、
哪吒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娃心中的偶像
时，我们才算是播下了文化自信的种子。

生活渗透固根本。围绕三幼“生活
启蒙 游戏激趣”的课程理念，我们从

“精细保育、专业教育”双向发力，将德
育渗透到三幼娃一日生活各环节，践行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
一”。在精细保育方面，我们将节气与
膳食结合，“红绿合和”国医养国娃，出
版《幼儿园食谱实用指南》。每周原创

“线上节趣食谱”让幼儿顺应节气，健康

吃、快乐玩。在专业教育方面，作为全国
“生活·实践”教育示范基地园，2023年我
们获批湖北省唯一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
题“‘有教养的自由’育人理念在‘生活·实
践’教育中的行动研究”，收获“全国最美
新时代大先生小先生”双称号，不断深化

“红绿合和”育人模式。创新“礼仪小先
生”“劳动小主人”“节趣小朋友”“安全小
达人”等“新时代小先生”系列活动，培养
幼儿“有教养的自由”。

活动整合显特色。游戏与教学整合的
逻辑起点既不是教学，也不是游戏，而是幼
儿的发展。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在游戏中发
现问题，用教学解决问题，再用游戏巩固经
验延伸教学，不断循环。我们用“有教养的
自由”支持幼儿成长，让幼儿有意义的学习
能够被看见、被尊重。在近20年实践探究
中，我们以生活为切入口，以节气为时间

轴，研发了二十四节气、社会性节日和生成
性节日三大板块42个主题的节趣课程，让
幼儿的三年在园生活以过节的方式贯通。
我园自2011年起连续开展了13届“立冬”
淘宝节，在寒冷的立冬节气传递爱的温暖，
将三幼的爱传递到罗田、红安大山，“红绿
合和”在幼儿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

家园共育成合力。我们构建联动紧
密、科学高效的“家、园、社”三位一体三全
育人样态，实现从“共情”“共建”到“共生”

“共长”，革新家长品德启蒙教育观念，合力
培育有教养的自由娃。我们开展一月一次
点单式家长学堂，围绕红绿教育中“好家风
代代传”“幼儿习惯养成”等家长关心的育
儿话题，让“合和”学堂更具指向性。拓宽

“红绿合和”互动式共育课程，构建自主游
戏、亲子教育、保育保健三类“红绿”家园共
育课程体系，让共育课程更具系统性。实
现“五公里德育圈”资源整合，充分挖掘周
边人文资源，通过参观走访、展示交流等活
动，打通品德启蒙教育资源的共享边界，

“红绿合和”让家园社共育更具实效性。

四维合和，让每一个生命蓬勃生长

高标准才有高质量。三幼坚持“法
治化、标准化、信息化、专业化”四化协
同，在“四化合和”的实践中跑出教育发
展的加速度。

法治化治园。我们紧紧围绕新时代
教育家精神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依
法治园、依规执教，在教育全过程中做到
以德为首，在品德启蒙中涵养幼儿法治
精神。教育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良好
习惯的养成是奠基一生的教育，一个没
有规则意识的人，走向社会是没有约束
的。“有教养的自由”育人理念培养幼儿
塑品格、养习惯、讲卫生、懂节约、重文明
等良好品质。

标准化优园。我们以标准化建章立
制，做到纪严于法、纪在法前，不断提升

“航母型”三幼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创全
国幼教标准化建设先河，用标准将繁杂
的幼教事务简化、优化。《幼儿园内部管
理》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以96分优秀
等次通过验收。我们立足专业内涵，将
标准化理念融入红绿教育，以儿童视角
制定省级地方标准《幼儿园传统文化教
育活动指南》《幼儿园安全标识使用指
南》，用标准化升华“红绿合和”育人模
式，助推幼儿教育优质发展。

信息化靓园。我们提出打造集“数
字环境、数字教学、数字服务”于一体的

“智慧三幼”，构建“红绿合和”新希望幼儿
发展评价体系，形成“品德启蒙、习惯养成、
全面发展和个性凸显”四维评价，赋能幼儿
发展。

专业化强园。我们坚持弘扬教育家精
神，打造“双标杆”人才队伍。三幼涌现出
百余名思想业务双标杆教师。30余名教
师主动请缨援疆，将“红绿合和”传播到博
州大地；与昆士兰科技大学、挪威泰勒马克
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7所大学互学共建；
在国培、省培多项帮扶行动中，对中西部等
地区进行示范结对，引领“红绿合和”教育

联盟，带动更多幼教人实践“有教养的自
由”这一育人理念，共享品德启蒙成果。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省直机关第三幼
儿园）

四化合和，践行幼教大爱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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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缘起：故事盒子是语言区十分常见
的材料，便于幼儿边操作边讲述，但教师在
观察中发现，幼儿在操作故事盒子时往往摆
弄两下就不爱玩了，兴致不高。究其原因，
教师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幼
儿对故事不熟悉，或者故事情节过于复杂，
幼儿不会讲述；二是故事盒子的趣味性与互
动性不强，难以吸引幼儿；三是故事盒子内
容固定，不能支持幼儿尝试多种玩法。因
此，我们开始打造新的故事盒子，帮助幼儿
更好地在操作中动脑、动手与动口，支持幼
儿语言发展。

活动过程：在故事盒子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更加注重贴合小班的年龄特点，比如
《三只蝴蝶》《三只小猪》等；或者幼儿熟知并
喜欢的儿歌，比如可以支持幼儿边唱边操作
的《拔萝卜》《小猴荡秋千》等，并与表演区进
行联动，幼儿可以表演也可以讲故事。同
时，我们注重增加故事盒子的趣味性与互动

性，让幼儿体验边操作边讲述的乐趣，获得
更多的经验。

例如，在《三只小猪》故事盒子中，我
们采用 3种不同的材料制作 3间房子，草
房子用KT板制作，幼儿一吹就可以倒；木
头房子用木片制作，幼儿吹不倒但是可以
推倒；砖房子里加了两块积木，吹不倒也
推不倒，不仅贴近故事内容，而且更有互
动性，可以支持幼儿在游戏过程中理解

吹、推、牢固等词语的含义。在《汉堡男
孩》故事盒子中，汉堡男孩被制作成可折
叠的形象，一开始是胖胖的汉堡男孩，幼
儿会将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喂给汉堡男
孩，随着汉堡男孩吃的健康食品越来越
多，越长越高，幼儿操作的时候会说：“多
吃蔬菜和水果，可以长高高，越来越高！”
《小猴荡秋千》故事盒子是根据幼儿十分
喜欢的儿歌改编而来的，随着儿歌，幼儿

将猴子一只一只地“摘”下来，体验到儿歌
中蕴含的乐趣。当幼儿听了《猴子捞月》
的故事后，将这个材料又变成了捞月亮的
故事，幼儿将一个黄色圆片放进去当作月
亮，并请教师帮助将猴子连在一起，于是
我们将猴子用曲别针连接，让幼儿的操作
更加有趣、富有创意。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新城
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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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 《小猴荡秋
千》故事盒子。

右图为 《汉堡男孩》
故事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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