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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俊霞

一个晴朗的下午，操场上回荡
着大班孩子们欢快的笑声。我正准
备组织一场小组接力跑比赛，孩子
们个个摩拳擦掌。

“老师，我跑不快的。”一个怯
生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看到安安
（化名） 低着头，小手不安地绞着
衣角，我蹲下身，轻拍她的肩膀：

“没关系，这次请你当小裁判好不
好？”安安的眼睛亮了一下，用力
地点点头。

比赛开始了。孩子们像一群欢
快的小鹿，在跑道上尽情奔跑。突
然，“哇”的一声哭喊打破了欢乐
的气氛——辰辰摔倒了。我赶紧跑
过去查看，还好只是膝盖擦破了
皮。保健医生做了简单的擦伤处理
后，就让他坐下休息。

“安安，你来替辰辰比赛好
吗？”我话音刚落，就听见小宝嘀
咕：“老师，安安不是裁判吗？”其
他孩子虽然没说话，但眼神里都流
露出同样的疑问。孩子们对于安安
在运动中的“特殊”心知肚明，在
疑问中我听出了他们的担心：安安
加入会影响小组比赛名次。

比赛重新开始。安安站在起跑
线上，小脸绷得紧紧的。“预备——
开始！”随着口令，她奋力摆动双
臂，可双腿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当其他孩子已经完成交接时，安安
才跑到一半。渐渐地，她所在小组
的孩子开始跺脚、叹气。

“都怪你！我们本来能得第一
的！”小强终于忍不住喊了出来。
安安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还是
坚持跑完了全程。看着这一幕，我
的心揪得生疼。

回到教室，我决定和孩子们好
好谈谈。“如果你们是安安，被这
样说会有什么感受？”问题一出，
教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孩子们陆续开始
发言：“我会很难过。”“我会觉得
委屈，明明已经很努力了。”“我可

能会哭。”孩子们的话让我既欣慰又
心疼。他们不是不懂道理，只是在激
烈的竞争中，那份纯真的善意被暂时
掩盖了。

第二天日常谈话，我拿出了一个
特别的道具——一只玩具蜗牛。“从
今天开始，我们要玩一个新游戏，叫

‘小蜗牛赛跑’。”我宣布了新规则：
每组必须有一只“小蜗牛”，其他队
员要帮助“小蜗牛”一起完成比赛。

游戏开始后，神奇的事发生了。
孩子们不再抱怨，而是主动给“小蜗
牛”加油打气。有的牵着“小蜗牛”
的手一起跑，有的在旁边喊着“慢慢
来，没关系”。安安的脸上终于绽放
出久违的笑容。

离园时，安安悄悄塞给我一张
画，画上有许多小朋友手拉手，中间
是一个笑得灿烂的小女孩。我知道，
那一定是她心中最美的画面。

这件事引发了我对日常教学的思
考：首先，我们平时教导孩子要友爱
互助，但在竞技情境下，这些说教显
得如此苍白。共情教育不能停留在
认知层面，而要创造真实的情感体
验。我们要把共情教育融入日常，
通过角色扮演、绘本共读等方式，
创造更多情感体验的机会。比如可
以开展“假如我……”主题活动，
让孩子们轮流体验不同能力状态下的
活动感受。

其次，真正的教育公平不是整齐
划一的要求，而是为不同发展水平的
孩子设计差异化的参与方式。可以建
立“能力档案”，详细记录每个孩子
的发展特点，让“一孩一档”为差异
化教学提供依据，让教学真正为孩子
的发展服务。

最后，作为教师，我们不仅要教
会孩子知识技能，更要培养他们善待
差异的胸怀。也许，在等待安安完成
接力的过程中，我们都在学习人生更
重要的一课——学会等待，学会包
容，学会欣赏不同生命绽放的独特
美丽。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溧阳
市清安幼儿园）

接力赛上的“小蜗牛”

谷青茹

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带着巡班
记录本走进大 （3） 班教室。班级
入口处墙面上布置的消防安全宣传
栏格外醒目：整齐排列的消防器材
简笔画、生动的逃生路线图、用塑
封膜精心装裱的消防安全儿歌和消
防器械图。这本该是个令人欣慰的
教育场景，却被角落里两个孩子的
对话打破了：“这个灭火器画得一
点儿都不像真的。”“妈妈说发生火
灾要往楼下跑，可图上箭头怎么都
往上指？”

这看似偶然的对话，却像一记
警钟警醒了我。随后，我深入每个
班进行巡查，发现各班的消防安全
宣传栏普遍存在“三化”现象：内
容呈现成人化、知识传递刻板化、
形式单一化。经过和班级教师交流
后得知，不少教师默认这样的现象
是合理的，因为符合上级要求的

“幼儿园有消防安全宣传栏”。
陈鹤琴先生提出，大自然、

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幼儿的经验
源自真实生活。面对幼儿园消防
安全宣传栏存在的问题，我和团
队迅速组织开展现场教研，以大
（3） 班的消防安全宣传栏为切入
口，从查摆问题和找寻突破策略
出发。

通 过 研 讨 ， 大 家 认 为 ， 大
（3） 班教室外呈现的消防栓简笔
画与真实设备相比，比例失真，
手绘的卡通火苗形象弱化了危
险，过度美化的场景削弱了安全
教育的严肃性。当教育素材失去
真实参照，它对幼儿关于安全的
认知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同时，
班级消防安全宣传栏静态的图文
展示，已演变成教师单方面的知
识灌输，缺乏情境互动和体验参
与。这样的消防安全宣传栏教育
作用微乎其微，起不到将消防知
识转化为行为的作用。

经过教研，各班开始改变，中

（2）班的做法令人耳目一新，孩子们
用黏土制作微型消防站，将班级平面
图转化为立体逃生迷宫，收集家庭消
防器材照片，制作“安全地图”。当
消防安全宣传栏变成可触摸、可改造
的游戏场域，安全教育便自然融入了
每日生活。中 （4） 班教师抓住孩子

“为什么烟雾报警器会唱歌”的疑
问，衍生出“寻找校园安全卫士”活
动。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幼儿园的消防
器材，用放大镜观察消防栓接口，用
卷尺测量安全通道宽度，用图画本记
录应急指示灯位置。这种基于真实问
题的学习，让安全知识像种子般扎根
于孩子们的心田。

与此同时，幼儿园还创新设计
“家庭安全任务卡”：家长和孩子们绘
制家庭逃生路线，录制消防器材解说
小视频，完成居家安全隐患排查表。
当安全教育从园所延伸到家里的客
厅、厨房、楼道，教育开始产生联动
效应。

经历了半个月的改革后，我观察
到了明显的变化：孩子们在阐述器材
功能的同时，能对灭火设施进行准确
指认；每月演练中逃生效率明显提
高。更可贵的是，孩子们开始主动关
注环境中的安全细节，每个人都成了
安全小卫士。

安全教育不应该是墙面的装饰性
比赛，而应该是生命的守门人。当我
们将消防知识由冰冷的墙体移植到温
情的生活土壤中，当抽象的安全符号
转化成可感可知的生命经验时，教育
才能真正到达心灵深处，成为守护童
年最坚实的盾牌。

离园时分，我再次经过大 （3）
班，消防安全宣传栏上新增了孩子们
设计的“家庭逃生游戏棋”，消防儿
歌被改编成跳绳时的童谣，那些曾经
被冷落的消防图片旁，贴满了孩子们
发现的“社区安全小卫士”照片。或
许，这就是教育最美的样态——从生
活中来，到生命里去。

（作者系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空港
幼儿园园长）

安全教育应来自生活

园长巡班

教研现场

教师手记

高燕

上海市普陀区万里城实验幼儿园
一直致力于研究儿童博物教育，希望
培养饶有趣味、见多识广、活学活
用、心灵丰盈的幼儿。因此，在课程
实践中，我们充分呵护幼儿对身边事
物的好奇心，满足他们捡拾、收藏的
兴趣。教师还精心为每个幼儿准备了

“宝贝盒”，鼓励他们藏宝贝，也为每
个班级开辟了“博物角”，让他们展
示、陈列、探究，并在这一过程中学
习策展。

然而，原本想让幼儿深度参与的
博物角，却让我们陷入了困惑：面对
精心定制的实木展架、分门别类整齐
陈列的“藏品”，幼儿路过时只是匆
匆一瞥。宝贝盒里幼儿自己珍藏的果
子、叶子，很快就被遗忘了。这引发
了我们的反思：当收藏的意义被空间

的形式化所消解，当创设的收纳空间
与幼儿的真实兴趣产生疏离，我们的
博物教育究竟在服务于谁？

这个困惑，触及了幼儿园空间
和环境育人普遍存在的问题——幼
儿与空间互动的形式化与浅表化。
空间由成人“规划”并设定规则，
如要求物品分类整齐摆放；幼儿看
似拥有展示角落，实则处于“象征
性参与”阶梯底层。这一问题的核
心，是成人将“收藏”简化为“藏
起来”与“摆样子”，无形中切断了
物品与幼儿之间本应持续生长的情
感、经验的联结。

面对“整齐陈列是审美基础”的
说法，我们没有陷入非此即彼的争
论，而是开启了一场“温柔的空间革
命”。这场革命的核心，是不纠结“怎
样才是好的陈列”，并彻底聚焦“物品
如何激活幼儿的经验”展开研究。

打破封闭，构建“关系空间”。
我们以透明盒子、悬挂袋、留白的
墙面替代统一、封闭的收纳盒，让
透明的可视化空间增加情感交流。
当幼儿早早将樟树果实装入透明
袋，并表达“给妈妈做项链”的愿
望时，同伴自发加入收集、共同完
成项链制作，互动产生的情感在空
间中流动、生长。我们明白了，空
间的意义，在于“接住”幼儿的情
感而非封存物品。

打破“整齐”，激发思维。我们
挪动教室的柜子，留出更多空间，为
每个幼儿开辟“一平方米博物馆”。
当教师不再要求按类摆放，转而询问

“你想讲什么故事”时，幼儿借助收
集的物品迸发出了惊人的创造力——
豆豆用树枝和果实构建“武器博物
馆”，迦一绘制蜘蛛生态图，讲述捕
猎故事，小宝探索地图的比例关系。

打破整齐，“混乱”表象下，幼儿经
验与思维的万千可能被打开了。

融入生活，让学习立体生长。台
风后散落在地上的松果被幼儿捡拾，
这促使植物角变身为“松果实验
室”。持续的观察、实验 （如松果气
象站、鳞片开花等）激发了幼儿举办

“松果展览”的愿望。从展品选择争
议中的协商妥协，到布置展台时的协
作，再到讲解时的神采飞扬，策展过
程成为连接幼儿生活、贯穿园内外的
立体学习场域。

我们的实践揭示了朴素而深刻的
教育空间哲学：尝试物理空间的留白
与变化，放弃对整齐与规划的执念，
允许空间随幼儿的目光与兴趣自然生
长，让每一寸环境、每一个活动都深
度承载幼儿的经验、情感与创造。

（作者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万里
城实验幼儿园）

物理空间要能激活幼儿经验

范欣

运动是幼儿健康成长
的重要途径，但在长期研
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对
部分幼儿，尤其是对小班
幼儿来说，运动却是个大
难题。小班户外活动时，
常出现这样的现象：新入
园的幼儿中，有几个紧紧
攥着教师的衣角，如影随
形；沙池边站着“观望
者”，虽有想玩的渴望却
不敢加入；热闹的滑梯
旁，个别幼儿反复徘徊，
最终在教师的搀扶下才完
成第一次尝试。带着“小
班幼儿为何不敢放开玩”
的疑问，我们开启了为期
一个月的“靶向教研”。

教
会
幼
儿
放
开
手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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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教研从为期一周的“分组跟踪”
开始。教师分成 3 组，一组在幼儿入
园时于门口“蹲守”，观察步行入园幼
儿数及幼儿与家长的互动情况；二组
在户外活动时于活动现场“站位”，观
察幼儿跌倒次数、游戏参与度、教师
行为及师幼互动情况；三组在离园时
与家长沟通，通过调查问卷、一对一
交流等，了解家长是否常因安全问题
限制幼儿运动、家庭中幼儿户外活动
时长、居家活动主要形式等。

跟踪结束后，教师进行第一次集
体研讨。李老师分享了在攀爬架旁记

录的场景：小米第三次走到平衡木
前，小脚刚碰到平衡木就缩了回去，
旁边的王老师询问是否需要搀扶，小
米摇头跑开。另一组的家长问卷结果
显示，大部分家庭幼儿每天户外活动
不足2小时。还有教师反映：“昨天入
园时，听到一位奶奶反复叮嘱孩子千
万别跑，会摔倒。”

随着讨论深入，关键问题逐渐清
晰 。 一 是 家 长 过 度 保 护 。 我 们 发
现，超过 60%的家长因担心幼儿磕碰
受伤，不愿让其在园跑动；超过 70%
的家长基本制止有“安全隐患”的

活动。二是教师“安全焦虑”。教师
对幼儿运动磕碰引发的家长投诉心
怀 不 安 ， 对 幼 儿 安 全 问 题 极 度 焦
虑，于是减少幼儿攀爬、奔跑、跳
跃机会，规避稍有挑战的活动。三
是幼儿运动经验缺失。由于家长和
教师过度焦虑，小班幼儿 （尤其是
上学期） 缺少自主运动、适当挑战
的机会，大肢体动作及胆量锻炼缺
失，运动量明显不足。

教师挖掘出的制约小班幼儿运动
的因素，为我们开展后续的干预活动
提供了有力依据。

挖一挖幼儿胆怯的原因

让幼儿敢运动，得先从教师入
手。我们将教研现场搬到户外游戏
场，让教师戴上眼罩玩“盲行勇士”
游戏，体验放手与保护的界限。

教师两人一组，一人蒙眼行走，
一人担任保护者。第一轮要求保护者
全程搀扶并提醒“小心”“注意安全”

“别走太快”；第二轮改为“三步保护
法”，保护者与蒙眼者保持三步距离，
必要时出手。

游戏结束后，小林老师分享道：
“蒙上眼时觉得好玩，被扶着并不断被
提醒注意安全时，反而越来越紧张，
脚都不敢抬了。第二次没人扶，但知
道有人在不远处保护时，就敢慢慢试
着跨过轮胎了。”

亲身尝试让教师真切体会到了
“被保护的不安感”，这启发他们学着
从幼儿角度审视自己之前的行为。

教师由“防守”变“放手”的意
识觉醒，是“松绑”的第一步。如何
让小班幼儿运动时既安全又自主，则
是第二步要解决的。通过分组研讨，
一组提出将“贴身守护”改为“安全
半径”保护，即教师根据幼儿发展水
平选择在不同距离守护；二组通过数
据分析发现，小班幼儿在运动时，大
部分意外发生在特定位置，可通过在
特定位置贴标记、增加触觉凸起、运
用积极引导语等方式提供隐性支持。

实践中，我们整合两组策略，形
成融合视觉提示（卡通贴纸）、触觉提

示 （凸起纹理） 和语言提示 （正向引
导） 的“安全锚点”系统，既保留幼
儿自主探索空间，又提供清晰的安全
指引。以小宇为例，王老师在平衡木
上每间隔 20 厘米贴小蘑菇防滑贴纸，
把走平衡木变成玩“采蘑菇”游戏，
既提示踏步位置，又增加童趣。然
后，王老师站在攀爬架两米外，笑着
对小宇说：“我就在这里，你采蘑菇需
要帮助就叫我。”第三天，小宇就独立
完成了第一次走平衡木。

之后，我们又通过制度调整，规定
教师组织户外活动时，若出现磕碰现象
且教师无失责，就为教师解除安全“紧
箍咒”。就这样，我们完成了对教师的

“松绑”，户外活动时，他们松弛了不少。

为教师松绑

仅靠教师改变是不够的，为让家
长理解“适度冒险”对幼儿成长的重
要性，小班家长开放日时，我们设计
了“小小探险家”亲子活动。

教师在户外活动场布置攀爬区和
软垫游乐区，邀请家长和幼儿一起参
与“发现游戏”。家长观看刚入园一个
月的幼儿在教师引导下尝试爬过矮拱
桥，幼儿摇摇晃晃却坚持自己完成
时，许多家长不自觉地鼓起了掌。随
后，保健医生用布偶小熊演示“小熊
跌倒记”，家长发现，小熊被突然拉住
时更易摔倒受伤，一位奶奶恍然大
悟：“原来让孩子自己慢慢来更安全
啊！”

“亲子探索包”环节，每个家庭都
收到了装着放大镜、彩色粉笔和贴纸
的探索工具。爸爸妈妈蹲下身，和幼

儿在院落里寻找“安全冒险点”，用贴
纸标记适合跳跃的小台阶，用粉笔画
出可奔跑的安全区域。活动结束，幼
儿兴奋地展示与爸爸妈妈制作的“幼
儿园冒险地图”，稚嫩涂鸦上满是发现
的喜悦与跳着奔跑着的幸福。一位妈
妈感慨：“今天我知道了，放手也是一
种爱的智慧。”

教研进入第四周，随着教师和家
长放心、放手，小班幼儿的胆量和运
动能力飞速提升，户外活动场发生了
奇妙变化。最明显的是小山坡，以前
几乎看不到小班幼儿的身影，现在那
里却成了小班“冒险家们”的乐园。
明明攀登陡坡走不稳，多次尝试失败
后竟手脚并用爬上了坡顶。他开心地
大喊：“老师，你看看我！”最腼腆的
朵朵，也敢在壕沟之间的独木桥上张

开双臂保持平衡走来走去。
周例会上，保健医生提供的数据

显示，小班跌倒擦伤率下降 15%。她
解释说：“因为孩子们学会了‘安全跌
倒’，会自然用手撑地，而不是直挺挺
摔下去。”

学期中“勇气勋章”颁发仪式
上，每个小班幼儿都收到了特别的礼
物，有的是成功跨越沟渠的视频，有
的是第一次独立玩滑索的照片。小米
的“勋章”是她先自己走过平衡木，
再陪一个不敢走的同伴一起走的视
频。视频最后，教师配文：“亲爱的小
米，你不仅战胜了自己，更把勇气和
爱传递给了小伙伴，这根平衡木见证
了你最美的成长。”

（作者系山东省胶州市中云中心幼
儿园园长）

让家长成为成长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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