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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馨

威海市环翠区孙家疃第二幼儿园周
边山环水绕，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但在将在地资源融入园本课程建设
过程中，问题也日益显现：在地资源与
课程的黏合度不强，不能很好地促进幼
儿主动学习。我们把解决问题的路径，
指向优化园本教研方式。结合资源的在
地性、多元化、现实性等特点，让教师
具身进入资源场，坚持问题导向，玩学
研同步。通过“四步追问法”，教师的
资源意识被激活，在地资源的教育价值
也得到了充分发挥。

第一问：在地资源是什么

在教研活动中，“身临其境”是打
开教师思维的钥匙。我们将教研与资源
建设相融合，营造卷入式教研氛围。教
师带着“趣玩”的心态进入资源场，与
资源互动。比如到公园沉浸式探秘自
然，激发艺术创想；在“山林”中全域搜寻
鸟窝，看见课程需求；去“天和美术
馆”参与空间布局，体验美的传承……
通过对周边一切可利用的自然、社会、
人文资源进行现场评估和价值判断，教
师对在地资源不再“无感”，而是开始
发现资源与课程的联结。

教师卷入资源场后，我们又将幼儿
和家长邀请进来，通过亲子调查，绘制
了幼儿园周边资源地图 1.0 版本。然
后，师幼共同探索以园所为中心3公里
范围内的资源地图，把幼儿感兴趣的现
象、事物、材料、文化、民俗等作为资源载
体，寻找资源、课程、幼儿经验之间的联
系。通过审议，我们梳理了幼儿园周边
可利用的自然、社会、人文资源，并生成
了在地资源地图2.0版本。

第二问：如何筛选合适的
资源点

古陌岭距离幼儿园只有200米，是
一片幼儿非常熟悉并喜欢的原生态山
林。针对教师提出的“不知道如何筛选
课程资源点”这一问题，教研组走进古
陌岭，开展“观察—感知—诊断”，深
入剖析在地资源的教育价值。通过师幼
话题讨论，我们梳理出了幼儿感兴趣的
资源，教师以此为基础，进行实地考
察、走访调研、厘清资源模块、科学删
减，最终生成了可以与教育活动链接的
资源点。

接下来，教师进行了资源审议，主
要围绕这些话题展开：这些资源点适合
开展哪些活动？在教学活动中可以提供
什么支持？教师充分考虑资源点与幼儿
经验的链接，经过分类、筛选、分析、利
用，整理出健行古陌岭—探秘古陌岭—

艺创古陌岭—畅谈古陌岭—感受古陌岭
五大板块资源，并结合幼儿发展核心经
验制定发展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全身心卷入，
从“看不见教育价值”到“看得见课
程”。

第三问：如何利用资源点
发展幼儿经验

利用课程资源点发展幼儿关键经
验，是资源在幼儿成长过程中发挥显性
及隐性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有效解决

“在地资源开发如何追随幼儿最近发展
区”这一问题的关键。

植树节后的一天，家长给幼儿园带
来了一个鸟窝，幼儿围在一起讨论：这
是什么？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靴子呀。

基于幼儿对鸟窝的浓厚兴趣，教师
思考：怎样让幼儿对鸟窝有更真实具体
的经验呢？于是，我们利用古陌岭资源
开展登山活动——寻找山林里的鸟窝。
带着预设目标，教师与幼儿沉浸式游览
山林，寻找鸟窝，并用图像进行记录。
通过园本教研和幼儿圆桌会议，教师结
合幼儿已有经验、未知经验、所学可得
经验，架构了鸟窝活动脉络，课程开发
从“看见了”发展到“看得准”。

第四问：如何将在地资源
融入课程实施

课程资源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教
师在追随幼儿的过程中，要及时鼓励幼
儿就自己的体验进行分享交流，并适时
帮助幼儿梳理对预设内容的探究反馈：
发现了什么？是否找到了答案？在交流
过程中，教师可以支持幼儿通过主动探
究、互动分享、及时反思，促进经验生长。

孙家疃镇有一座天和美术馆，为让
幼儿在艺术文化的熏陶中掌握初步的艺
术表现与创造力，教师开展了天和美术
馆资源建设教研活动。什么是美术
馆？美术馆里有什么？美术馆可以展
示什么……通过追问，教师帮助幼儿
建立对美术馆的基本认知。然后，幼儿
带着兴趣开展系列探究活动：自发组织
幼儿园美术展览、设计门票、布置场
地、发邀请函……最终完成了“二幼里
的美术馆”建筑模型。随着活动逐渐铺
开，教师又梳理出了活动脉络：美术馆
大讨论（我想了解什么）—美术馆认知
（我了解到了什么） —美术展大调查
（我发现了什么）。紧接着，幼儿还拓展
兴趣，提出要办一场真正的展览。教师
感叹道：“这不就是我们一直要找寻的
幼儿最近发展区吗？”在地资源就这样
被激活并有效融入了课程。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
孙家疃第二幼儿园）

具身参与，让资源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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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妍

14年前，初入职场的我，每天进入教室，映入眼
帘的是整齐划一的功能分区、规整摆放的小型桌椅。这
似乎是幼儿园空间的“标准答案”，在许多人眼中理所

当然。然而，我经常会听到孩子说“这里人满了”。这句
无奈的叹息，是同伴自主的边界，还是有限空间规划下的
必然结果？那些精巧却尺度分明的家具，无形中在我与孩
子之间划下了一条沟壑。一种深刻的不满足感促使我追
问：这真的是我们共同生活、自由生长的理想场域吗？

李亚宁

轩轩（化名）是个“小话痨”，从早上入园开
始，他的小嘴就像欢快的小鸟，叽叽喳喳说个不
停。任何时候，他总能找到话题，和身边的小伙
伴聊得热火朝天。

午睡时间到了，孩子们陆续脱好鞋子，爬上
小床，盖好被子。教室里渐渐安静下来，大部分
孩子都在教师的安抚下，慢慢闭上了眼睛。可轩
轩依旧精神抖擞，躺在小床上，一会儿戳戳旁边
孩子的被子，一会儿探出头和对面床上的孩子挤
眉弄眼，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嘿，你昨天看动
画片了吗？那个超级英雄可厉害了……”他的声
音虽然不大，但在安静的午睡室里，显得格外突
兀。

我轻轻走到轩轩床边，轻声提醒他：“轩轩，

午睡时间要安静哦，快闭上眼睛，好好休息。”轩
轩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乖乖闭上了眼睛。我
以为他这就乖乖入睡了，便转身去查看其他孩子
的情况。可没过几分钟，说话声又在我耳边响
起。轩轩又开始和旁边的孩子小声聊天，这次他
们聊到了周末去公园玩的事，越聊越起劲，声音
也越来越大。

我有些无奈地再次回到轩轩床边，这次我稍
微严肃了一点，说：“轩轩，你再这样说话，会打
扰到其他小朋友睡觉的，快安静。”轩轩吐了吐舌
头，做了个鬼脸，虽然不再说话，但小身子却在
小床上扭来扭去，显然还没有入睡的打算。

看着轩轩的模样，我有些着急。如果任由他
这样，不仅他自己休息不好，还会影响其他孩子
午睡。突然，我灵机一动，蹲下身子，装作神秘
地对轩轩说：“轩轩，老师这里有个神奇的‘静音
按钮’，只要你按下它，就能让自己安静下来，很
快就能睡着了。你想不想试试？”

轩轩一听，眼睛立刻亮了，好奇地问：“老
师，真有‘静音按钮’吗？在哪里呀？”我笑着指

了指他的小嘴巴，说：“这个‘静音按钮’就在你
的小嘴巴这里哦。只要你把小嘴巴闭上，心里想
着安静的事，就像按下了‘静音按钮’，很快你就
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了。”

轩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慢慢闭上嘴
巴。我轻轻摸了摸他的头，说：“轩轩真棒，现在
你已经按下‘静音按钮’了，很快就能睡着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教室里依旧安静。我不
时看向轩轩，发现他虽然偶尔还会动一动，但小嘴
巴始终闭着。渐渐地，他的呼吸变得均匀起来，小
脸也放松下来。我知道，他终于进入了梦乡。

看着熟睡的轩轩，我感到欣慰。这件事也让
我深刻地认识到，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需
求。在面对像轩轩这样的“小话痨”时，教师不
能一味地批评指责、提要求，而要动用智慧，用
更巧妙、更有趣的方法引导他。一个小小的创
意，一次温暖的互动，一些看似无解的教育难
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第二中心
幼儿园）

当“小话痨”遇上“静音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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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远航

忙完手头工作，正好到了午餐时
间，我就想着去看看各班午餐情况。中
（1）班教师正在组织幼儿自主盛饭。我
发现小泽（化名）盛的饭和菜都只有碗
底那么一点儿，但教师并未提醒他再添
一些。为不影响教师工作，我暂时离开
了，然后告诉保健教师，近期要每天关
注中大班自主进餐的取餐量，保证幼儿
每天的营养摄入；提醒班级不可因为赶
流程而减少幼儿饭量或缩短进餐时间；
要等一等需要重点关注的幼儿。保健教
师随即在工作群进行提醒。

我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但第
二天中午，中 （1） 班那名教师却敲开
了园长室的门。我请她坐下，耐心倾
听她的诉说：“园长，我昨天看了群里
的提醒，第一反应是在说我们班。我
犹豫很久还是决定跟您解释一下。”通
过倾听，我了解到小泽是班里吃饭最
困难的幼儿，每天吃饭对他来说就是
一种煎熬。教师一开始猜测他爱吃零
食，或者习惯了家长喂饭。家访后才
知道，小泽一直有积食的问题，他并
不挑食偏食，只是纯粹对食物提不起
兴趣。此后，教师开始观察他吃饭的
量，并给他盛合适的量，让他也体会

“光盘”的喜悦。听了那名教师的话，
我深感惭愧，表象背后原来有这么多
故事，而我却武断地认为是教师不用
心。我郑重向那名教师道了歉，肯定
了她的努力。

事后，我对这件事进行了反思。首
先，用心倾听，让教师感到被尊重。我

们一直强调倾听幼儿，却忽略了教师也
像幼儿一样，需要被管理者倾听、尊重
和赏识。如果没有这次坦诚而深入的沟
通，我与教师间的心理距离不会拉近，
教师也无法感受到自身的价值。

其次，灵活应对，让管理有弹性。
幼儿园实行自主进餐，出发点是尊重幼
儿，按需取餐，让其学会自我服务。为
保证幼儿每天必需的营养摄入，我们在

“自主”与“营养”之间规定了标准的
取餐量，却忽略了“标准”与“个需”
之间的平衡。像小泽这样有积食情况的
幼儿，“标准”对他来说就显得不够友
好。以这件事为契机，我和教师进行交
流，请大家共同思考幼儿园管理制度的
刚性与弹性的平衡问题，从而更好地处
理好个别问题。

最后，树立榜样，凝聚力量。中
（1）班的那名教师是有爱的教师，她能
及时发现问题，并主动通过家访了解问
题背后的原因，然后采取适宜的措施。
我在教师大会上对她进行公开表扬，希
望大家以她为榜样，遇到问题，要看向
孩子身后的家庭，学会倾听，尊重个体
差异。

这次事件后，我养成了每天巡班的
习惯。大 （1） 班的鸭子生了一个葫芦
形状的蛋，大 （2） 班幼儿给高个儿的
杜老师取名“长腿老师”……我享受这
些小事背后的温情，也看到了教师更多
的闪光点。只有走近幼儿、走近教师，
管理者才能不断反思自己的管理方式，
从而呈现更好的园所管理样态。

（作者系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镇春城
中心幼儿园园长）

误会的背后

园长巡班

孩子们在大桌子边阅读。
作者供图

教师手记

不久，一个大胆的构想浮现出来：在教室中央安置一
张大桌子。家庭团聚，大桌子是亲情凝聚的核心；社交聚
会，大桌子是充满活力的存在；会议研讨，大桌子是合作
决策的阵地。何不放一张大桌子在教室里呢？我决定打造
一个不一样的空间，一个“和孩子共同生活”，让他们毫
无拘束、自在发展的空间。

然而，作为一线带班教师，这样的“破格”之举可行吗？
成人尺度的家具出现在儿童空间，会被允许吗？我预想了
与保教主任沟通的种种可能：若她质疑“标准配置”，我便反
问“为何必须雷同”；若她担忧高度不适，我便回应“这可以
解决”……幸运的是，得益于园所一贯开放包容的氛围，我
的勇气最终凝聚成了一句：“我想要一张大桌子。”

有趣的是，预演中的“交锋”并未发生。园长只问了
一个直指核心的问题：“这张大桌子，能给予孩子哪些在
小桌子旁无法获得的成长？”我思索片刻，郑重答道：“它
承载着成人和孩子共享空间、共同生活的愿景。在这样的
场域中，孩子将真切感受到被接纳、被重视，教师不再是

被隔离开的权威，而是触手可及的伙伴。”园长留下意味深
长的嘱托：“让它的价值远超桌子本身。”这句沉甸甸的期
许，成为我持续审视实践的标尺。

这张置于教室中央的大桌子，悄然奠定了班级自由、平
等、开放、包容的基调。孩子挪动、调整位置，努力为彼此
腾挪空间。桌子化身游戏天地、阅读角落、讨论平台、共享
餐桌……你够不着远处的水果，我心领神会地推一把；我阅
读到有趣之处，转头迫不及待与你分享……

每个孩子都在此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不仅是物理
的，更是心理与社交的归属。它彻底消融了成人预设的“儿童
专属”边界，我与孩子拥有了平等的空间权利，得以自由走进
彼此的世界。当我伏案工作时，孩子会自然地围拢，好奇探
问，兴致盎然地交谈。这不再是教师的工作台，而是我们共同
生活的圆心。

这张“幸福的大桌子”，不仅是空间变革的见证，更是
我与孩子共生共长的印记，它无声地呵护并激发着一名青年
教师的专业理想与实践勇气。

幸福的大桌子

“幸福的大桌子”诞生后的许多年，我一直在思考：
是什么促成了这场变革？是初生牛犊的敢想敢干吗？或许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与园所管理层共享着对教育本质的
深刻期许——对儿童主体性的尊重，对平等关系的追求，
对僵化空间模式的反思。它让我深刻领悟：富有思考与追
求的教育实践，必然会得到制度的包容与专业的托举。而
一位成长中的教师，其基于儿童发展的专业敏感度与行
动，正是教育创新的宝贵源泉。

后来，当我肩负起保教主任的职责，我深刻认识到：
激发每一位教师的专业潜能与内生动力，是推动孩子发展
的核心引擎。这份责任促使我更加有意识地构建并维护一
个安全、开放、支持性的专业对话场域。

我问教师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需要改变？”这并
非简单的质疑，而是激发教师专业自觉，引导他们充分表

达教育诉求的关键一步。我鼓励提出想法的教师深入阐述教
育观察、困惑及变革对孩子发展的潜在价值，并创造条件让
更多教师倾听他的声音。这确保了变革的动因源于对孩子需
求的深刻理解，而非自上而下的指令。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你在担心什么？”我深知改变
伴随疑虑。主动引导教师坦诚表达实践层面的顾虑、资
源限制或能力焦虑，是将潜在障碍摆上台面的必要过
程。只有正视担忧，才能精准定位支持点，避免问题在沉
默中流走。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可以怎么解决？”这是催化集
体智慧、促进协作支持的实践环节。我鼓励大家基于前两步
的深入讨论，带着不同视角、经验与资源，共同探索解决方
案。无论是调整方案、寻求资源还是提供专业支持，目标都
是形成合力，将构想落地。

为教师赋权

通过一场场结构性的对话，教师逐渐
体悟到，“现实”并非铁板一块、不可

撼动。通过主动努力、坦诚交流与智
慧共创，新的可能性是可以被塑造
出来的。

一位中班教师敏锐地发现，孩
子对雨后自然形成的小水洼、松软
的泥土有着天然的痴迷，他们喜欢
赤脚踩踏、挖渠引水、捏塑造型，展
现出强烈的探索欲望和创造潜能。然

而，幼儿园内现有的沙水区场地有限且
相对固定，无法满足所有孩子深度、持续

探究的需求。这时，园内一处相对闲置的教
工停车区引起了她的思考：这片“成人专属”的空

间，能否为了孩子的发展而“让位”？
带着这份基于观察与儿童发展优先的初心，她系统论

证了泥巴游戏对孩子感官、科学探究、创造力、社会合作
及身体发展的独特价值，提出了详尽的改造计划。当她有

理有据地向园方提出后，我们并非简单裁决，而是共同细化
方案。最终，那片停车区蜕变为生机勃勃的泥巴乐园，孩子
得以专注探究泥水特性、协作创造泥塑工程、解决实际问题
并释放天性。

而这一成功实践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成人便
利”的惯性思维，成为“儿童权利”的可见宣言，也向所有
教师传递了基于专业观察、扎实论证、服务儿童发展的变革
诉求，会被认真倾听并得到支持的清晰信号，极大地鼓舞了
教师突破框架、主动创新的勇气。这也印证了当管理者的信
任与教师的勇气相遇，当专业思考与务实行动结合，就能为
儿童开辟出意想不到的成长沃土。

在被鼓励的氛围下，教师更多的想法实现了，比如带着
孩子把车骑出幼儿园，在灌木丛中开辟出一条路来……

目睹越来越多的教师在自主探索的沃土中汲取生长的力
量，慢慢改变自己、影响孩子，我深感欣慰：只有将教师专
业自主权的释放与幼儿园的系统性支持紧密结合，幼儿园、
教师、孩子才会共生共长。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蒲公英幼儿园）

生长出来的游戏场3

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