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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踩过松软的泥土，小手搭建
山羊的“新家”，枝头的累累硕果化作
画板上的风景……在江苏省苏州市吴
江区金家坝幼儿园，这样的场景每天
都在发生。园长计彩娟感受深刻：“当
孩子真正沉浸于自然和生活，教育就
在不经意间悄然发生。”

金家坝幼儿园从鼓励孩子“光脚
踩泥巴”开始，一步步构建起“在自
然中成长”的农村自然课程体系，这
正是吴江区10余年推进课程游戏化的
一个缩影。

2014 年，吴江区成为江苏省首批
课程游戏化项目建设区域。10 余年
来，全区 144 所幼儿园始终坚持“儿
童立场”与“发展取向”，以儿童真实
生活为起点，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推
动、扎根一线的教研引领和激发活力
的师资赋能，全力构筑“一园一特
色、美美与共”的学前教育优质生态。

系统谋划聚合力

为盘清全区课程资源开发状况的
“家底”，吴江区教育局深入现场调研
60余次，发放电子问卷2000多份，深
度访谈 400 多位各界人士，系统梳理
区域课程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吴江区现有幼儿园 144 所，乡村
园占比较大，基于翔实的调研，吴江
确立了分层推进、分类指导的工作思
路，不断探索“资源、活动、经验”
联结转化的实践路径，通过挖掘园所
资源、开发优势资源、多元评估反馈3
个步骤，构建理念支持和实践支持两
大体系，系统规划区域课程资源开发
整体框架。

同时，区里专门成立区域推进课
程游戏化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学前教
育发展共同体，并将课程游戏化实施
水平作为幼儿园年度高质量发展考核
的核心指标。全区创新探索集团化办
园和示范园引领模式，组建了 3 大幼
教集团和 12 个示范园联盟，构建起

“名园领衔、平等对话、经验辐射、分
层前行”的区域推进新机制。

在行政的有力保障下，一批特色
鲜明、成效显著的课程品牌应运而
生：金家坝幼儿园的“自然课程”、横
扇幼儿园的“民间游戏”、桃源幼儿园
的“方言童谣”、震泽幼儿园的“蚕桑
文化 ”、鲈乡幼儿园的“生态式美
育”……全区各园申报省市课程游戏
化课题50余项。

“集团引领和平等对话机制的形
成，为每所幼儿园，尤其是乡村园找
准特色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力支撑。”吴
江区教育局副局长周萍说。

专家伴随破难题

如何让资源真正服务于儿童发
展？吴江区选择了深耕教研，引入专

家伴随式指导。2015 年起，全区
所有幼儿园分成 5 组，每组固定
聘请一位高校资深幼教专家，采
用“四定六一”教研机制，即固
定专家、时间、人员、专题，每
组一位专家、每园一个品牌、每
学期一份计划一次小结、每双周
一次活动一个主题，进行常态
化、针对性指导。截至 2024 年
底，全区累计开展了近 500 次这
样的深度教研活动。

“持续的专家伴随式指导确保
了幼儿园以适宜的方式开发资
源、走近儿童、发展教师，引发
从理念到行动的深度变革，也让
全区的课程游戏化推进更具力量

和方向。”周萍说。
教研力量也得到充实。吴江区在

配齐专职幼教教研员和教科员的基础
上，还聘任了 13名兼职教研员。通过
落实教研指导责任区制度、责任督学
挂牌督导制度以及视导片管理制度，
构建起以问题为导向的教研共同体。
区域建立了文本和电子共享平台，促
进课程资源在更大范围推广。

“专家指导的核心是帮助教师以儿
童视角审视资源、优化实践。”吴江区
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江山介绍，“本园—
片区—区域”联动的教研模式，让自
由、自主、愉悦、创造的游戏精神逐
步内化为教师的自觉行为，他们的课
程意识、观察能力和教育智慧显著提
升。持续的专业支持引发了从理念到
行动的深刻变革，使全区课程游戏化
推进工作方向明确、力量聚焦。

队伍激活内生力

“瞧！小猪花花要做美甲啦！”苏州
湾实验幼儿园湾湾剧场内，大（3）班孩
子演绎着自创舞台剧。这是该园教师
朱诗娴围绕小猪花花做的“微项目”。

朱诗娴告诉记者，有些微项目一两
个月就能完成，而“小猪花花”项目已延
续 3 个学期。第一个学期围绕花花在
幼儿园的日常生活展开；第二个学期花
花要离开幼儿园了，主题是为花花办一
场毕业典礼；第三个学期的主题是办一
场发布会，孩子们用舞台表演的形式，
展示小猪花花的成长经历。

“推进大的课程项目，教师时有畏
难情绪。”园长戴雪芳坦言，2018 年，
幼儿园开始引领教师自主开发以儿童
为本的微项目课程，“微项目赋予教师
课程自主权，更解放了儿童，让学习
在兴趣和探索中真实发生。”如今，全
园教师开发的各类微项目课程已超过
300个。

教师的专业成长是课程游戏化深
化的关键。吴江区多措并举建强师资
队伍：在教研中锤炼，在竞赛中成
长，在培训中提升；设立 2 个学前教
育名师工作室，搭建专业学习和经验
共享的“立交桥”；面向全国选聘名园
长和优秀骨干教师，努力构建“引得
进、育得强、留得住、用得好”的人
才培养生态。

为系统梳理区域推进课程游戏化
的成果经验，同时也在活动中锻炼队
伍，吴江区 14所幼儿园的教师共同编
写了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丛
书。“编写过程是将零散的实践经验进
行系统整合和自我提升的过程，深化
了我们对课程游戏化的认知。”丛书分
册主编之一、芦墟幼儿园园长吴小勤
深有体会。

“学前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基
石。”吴江区教育局局长季小峰坚定地
说，“我们将始终坚持儿童立场，不断深
化课程内涵，生发课程文化，创优课程
品牌，提升育人品质，为培育健康、自
信、面向未来的好儿童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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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仕敏

“小鬼当家”活动开始了，广西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实验幼儿园

（以下简称“广西幼师实验幼儿园”）
里热闹非凡。大班的孩子们拿着购物
清单，有模有样地挑选商品，还不
时和“小收银员”讨价还价。

这场别开生面的活动，正是园长
李淑贤教育理念的生动体现。39 年
前，李淑贤投身幼教工作，始终坚持
用爱与担当为孩子们的成长护航。

探索教育改革

1986 年，满怀着对幼教事业的
热忱，从广西幼儿师范学校 （广西
幼师前身） 毕业的李淑贤走进教
室，看到孩子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小
椅子上，被动接受知识，眼神中少
了本该有的活泼与好奇。

李淑贤陷入了深思，她不断问自
己：“这真是孩子们需要的教育吗？”

一次自由活动时，她注意到一
个平时内向的小男孩正专注地用积
木搭建一座“城堡”。他的小手灵活
地摆弄着积木，脸上洋溢着兴奋与
满足。这个场景深深触动了李淑

贤，她坚信，幼儿教育应该是激发
孩子天性、释放创造力的过程。

于是，李淑贤将目光聚焦于幼
儿社会性教育。经过长达 10 多年的
不懈努力，她创新性地将“实习
场”概念引入幼儿园社会教育模
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思考。

所谓“实习场”，就是模拟真实
生活场景，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
社会交往、解决问题。李淑贤和团
队开发了社会教育资源包，涵盖角
色扮演、社区实践等丰富内容，并
总结出“一看二讲三做四思”的学
习模式，创建“阅读节”“逛庙会”

“故事擂台”等新活动样态，有效促
进了幼儿全面发展。

这项成果获 2018 年基础教育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自治区级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并在多个地区推广
运用，惠及幼儿园 150 余所。南宁市
稚慧保郡幼儿园园长肖蓉说：“引入
该模式后，孩子们变得更加自信开
朗，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游刃有余。”

助力教师成长

李淑贤明白，教育改革的关键
在教师。年轻教师唐玉婷刚入职时
教学方法单一，李淑贤主动与她结
成帮扶对子，每周都会去听课。一
次观摩课上，唐玉婷按照传统方式
讲解绘本，孩子们没有兴趣。课
后，李淑贤耐心地和她分析问题：

“幼儿阶段的孩子更需要直观的感受
和体验，我们可以尝试让他们用戏
剧的方式扮演绘本中的角色。”

在李淑贤的指导下，唐玉婷开
始尝试在课堂上增加小组讨论、情
景模拟等环节。慢慢地，孩子们的
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唐玉婷的教学
能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如今，唐玉婷已成长为教学骨

干，她感慨地说：“没有李园长的引
领，我不可能进步这么快。”

为提升幼儿园教师队伍整体水平，
李淑贤通过实施参与式教研、诊断式教
研、专家助推式教研、结对教研等多种
方式，提高教师理论水平、教学能力，
促进教师全面发展。在她的努力下，教
师迅速成长。

同时，李淑贤还积极开展帮扶，带领
3 支骨干教师教育帮扶团队深入百色市
乐业县、防城港东兴市、来宾忻城县等地
送教送培，累计培训教师 1 万余人次，10
余所受帮扶园所实现了造血式发展。

推动国际交流

在教育改革的征程中，李淑贤不满
足于国内的探索，将目光投向了国际。
2023年，马来西亚学前教育学者来到广
西幼师实验幼儿园参观考察。在交流
中，李淑贤分享了幼儿园的教育改革成
果，尤其是“实习场”模式和区域活动
开展经验，引起了对方浓厚的兴趣。

马来西亚诗巫中心幼儿园当即表达
了合作意向，但文化存在差异、教育理
念不同，跨国合作面临诸多难题。

李淑贤带领团队查阅大量资料，深
入了解马来西亚教育体系与文化习俗，
并将其巧妙融入课程中。比如，在手工
课中加入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编织工
艺，让孩子们不断体验文化、拓宽视野。

2023 年 11 月，两园签署“姐妹园”
共建协议。马来西亚诗巫中心幼儿园园
长江秋廉说：“李园长带来的教育理念
和改革成果，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
让我们看到了学前教育的更多可能。”

39载，李淑贤在幼教改革之路上从
未停歇，她用爱与智慧为孩子们创造更
优质的教育环境，将幼教事业化成了有
温度的关怀，为广西幼教事业的发展书
写着动人篇章，激励着更多教育工作者
在改革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爱与坚守照亮幼教路
——记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实验幼儿园园长李淑贤

青岛举行幼儿劳动体验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淼） 在日前落
幕的2025青岛市中小学生劳动技能创
新大赛暨幼儿劳动体验活动中，来自
近百所幼儿园的约 500 名孩子参与了
与其年龄和能力相匹配的基础生活技
能实践：整理衣物、垃圾分类、巧系
鞋带等。

本次活动以“勤耕创融，智创未
来”为主题，由青岛市教育局主办，
是青岛市将劳动教育融入幼儿日常习

惯培养的具体体现。活动现场，幼儿
有序地折叠、分类和收纳衣物；学习
识别不同类型的垃圾，并进行正确的
分类投放；学习系鞋带和手指精细操
作的基本步骤，锻炼手眼协调能力、
专注力，培养自主穿戴的意识，为未
来生活自理能力的发展奠定动作和认
知基础。本次活动特别强调安全规范
与独立操作，所有材料由组委会提
供，幼儿由家长全程陪同保障安全，
促进校家社协同发展。

近年来，青岛市将劳动教育下沉
至学前教育阶段，创新劳动教育模

式，拓展实践平台，融入人才培养全
过程，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
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深植童
心，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纪秀君

最近听到一则新闻，说的是四川
省广安市用 6 辆爱心大巴载着 300 余
名留守儿童，前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
镇与父母团聚。其中，一个6岁孩子
是本次行程中年龄最小的单独出行
者。这场“小候鸟”团聚行动令人感
动，而那些单独出行的孩子，在旅途
中的成长同样令人期待。

成就 300余名留守儿童与父母团
聚的心愿，需要一群人的努力托举。
报道中说，随行服务团队，除公安民
警全程护送外，还增加了医生，妇
联、关工委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
者。这不禁让人感慨，学前教育法强
调的全社会应当为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创造良好环境，得到了生动体现。

细思这场暖心行动，不难发现，
看见儿童、相信儿童，正越来越成为
一种共识和善意行动的出发点。

在学前教育领域，“看见儿童”
是近年来的一个常用表达，它体现了
学前教育改革中对儿童立场、儿童本
位的坚守，包含着教育活动要理解儿
童的兴趣和需要、让儿童成为活动主
体的意蕴。看见，并不是局限于表面
的看见，而是在理解之上深深共情。
教育者不仅要看见儿童当下的行为表
现，还要看见儿童的动态发展过程以
及整体的生活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分
析、理解、回应，如此才能做到从儿
童身心发展特点和利益出发，促进儿
童全面发展。

现代城市生活中，“看见儿童”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体现。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由“一米高度看世界”带来
的空间适儿化改造，让城市对儿童越
来越友好。多样化普惠性托育机构的
建设，满足了家庭托得起、托得放心
的需求，也让“回应性照护”的科学
育儿理念潜移默化地走进千家万户。

看见的同时，还有相信。正因为
理解儿童的天性、看见儿童的力量，
才更加相信每一个儿童都是积极主
动、有能力的学习者。

相信儿童，儿童会带给你惊喜。

前不久，一位妈妈在女儿的毕业典礼
上动情地说，跟随女儿体验幼儿园生
活化课程的脚步，其实也在不断地疗
愈自己、联结自己，重新养育自己。
她对女儿说：“你是我所能生出的最
好的小孩。”

相信儿童，儿童会让你惊叹。当
幼儿园教师放下成人惯有的傲慢，真
正倾听、了解儿童的意见，让儿童更
加自主时，那些在游戏和生活中产生
的“哇时刻”，越来越多地成为教育
故事里最动人的诗篇。

我们常说，有什么样的儿童观，
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看见儿童、相
信儿童，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儿童
观。儿童不再被看作一张白纸，或是
等待成人灌输的容器，而是一个个富
有天性资源、具有强大吸收力的鲜活
个体。儿童形象由“抽象的人”转向

“具体个人”，是历史的进步，更是时
代的呼唤。

相信“相信儿童”的力量，那个
踏上“小候鸟”团聚行动旅程的6岁
孩子，将在成人的托举下，拥抱生活
的偶然性，收获属于自己的独特成
长。祝福你，孩子。

动态播报

相信“相信儿童”的力量

定格多彩童年
又到一年毕业季，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县直机关第二幼儿园大班的孩子

们在操场上摆出各种创意造型，拍摄充满童真和寓意的毕业照，在欢声笑语
中定格多彩童年，留下美好回忆。

通讯员 杨韬 章双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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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三 两语语言言

星光星光
李淑贤和孩子们在一起。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