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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季学期，在西安市雁塔区
第七幼儿园，常常会出现一群大学生
的身影，他们在幼儿活动的不同场
域，一边帮助教师组织活动，一边观
察着、记录着；西安文理学院教师常
碧如，则游走于不同场域，观察学生
运用各种观察法以及与幼儿互动的
情况，并随机在某个时间点喊停，指
出学生忽略的幼儿典型行为。

这是“儿童行为观察与分析”这
门课驻园实践教学的情景，常碧如要
带着全班学生在四周内完成四类活
动的观察。每次现场观察后，他都会
带着学生集中到幼儿园多功能教室，
以小组为单位分享、讨论，找问题、提
建议⋯⋯

全程实践、理实结合、协同育
人的“驻园式”人才培养方式，让
西安文理学院学前教育学院 （以下
简称“学前教育学院”），把幼儿园
变成了大学课堂和实践场，让学生
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走向能力的主
动 建 构 者 ， 并 在 用 人 单 位 赢 得 了

“上手快”的口碑。

驻园实践，持续浸入真
实的教育场域

从学前教育学院毕业后，吕欣在
西安市阎良区第一幼儿园工作快满
三年了，从配班教师、班主任，再到安
保主任、保教干事，她一步一个脚印
地往前走，还考取了陕西师范大学研
究生。

作为学前教育学院第一个驻园
式实验班的学生，她对那段在幼儿

园上课的日子记忆犹新：“大二时，
一周有两节‘学前教育学’课，周
五 下 午 的 那 一 节 专 门 搬 到 幼 儿 园
上，大家都特别开心，学校虽然有
模拟教室，但入园后感觉更亲切。”

当时，这门课讲到区域游戏、建构
材料时，吕欣和同学们都不清楚具体
是怎么使用的，到幼儿园每个班里参
观后，才有了真切的感受。“我们当时
还给中（2）班做了环境创设，孩子们看
到我们做的大恐龙时，非常惊喜。”

“在真实场域中促进理论知识实
践 化 ， 同 时 也 促 进 实 践 知 识 理 论
化。”学前教育学院院长蔡军这样概
括驻园实践的作用。

在蔡军看来，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 “ 实 践 智 慧 ” 的 生 成 需 要 “ 入
驻 ” 幼 儿 园 的 真 实 场 域 ， 并 且 要

“持续”浸入。为此，学前教育学院
提出了这样的改革：学院与幼儿园
共建“幼儿教师发展学校”，该学校
设在幼儿园，理论课不少于 30%课
时在此授课，教学法类实践课 100%
课时在此授课，聘用幼儿园骨干教
师、园长，介入课程教学、实习指
导、毕业论文指导等工作。

作为学前教育学院较早的“驻园

式”实践教学基地，西安市雁塔区高
新文理幼儿园原园长吴丽英有件印
象深刻的事：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
度，她通常都会安排学生从保育教师

“浸入”开始，但小赵同学很抵触，认
为给幼儿打饭、收碗、如厕不应是教
师的工作，为什么要本科生来做？经
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她引导小赵从帮
助幼儿如厕到教会幼儿自理，小赵慢
慢认识到，一名优秀的幼儿园教师不
是事无巨细地为孩子做什么，而是通
过各种孩子喜闻乐见的方法，帮其养
成好习惯。

“有些内容，书本未涉及，但现实
中教师每天都要面对。我们如何培
养出理论强、上手快、后劲足且具有
实践智慧的幼教工作者？持续浸入
实践场域的‘驻园’，无疑是生成实践
智慧的有效路径。”吴丽英深有感触
地说。

协同共育，“双主体、双
导师”各显所长

最近，大四学生陈卓正跟着导
师 做 科 研 ， 为 完 成 毕 业 论 文 而 努
力。回顾四年大学生活，校内导师

和校外导师的培养，让她坚定了信
念 ， 不 仅 要 成 为 优 秀 的 幼 儿 园 教
师，还要争做教研、管理骨干，不
断提高业务能力。

说起“双导师”联合培养，陈
卓犹记得去年参加“第 11 届华文师
范院校学前教育师范生技能大赛”
的情景。她准备的是大班语言活动

“夏天的秘密”，这个活动需要教师
把幼儿对夏天的认知经验有层次地
梳理出来，引导幼儿仿编诗歌，通
过唱出来、画出来等方式，体会诗
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形式美。“活
动要体现五大领域融合，对于一些
难点，校内导师和幼儿园导师都多
次指导我，我才能拿到一等奖。”

吴丽英认为，“驻园式”人才培
养，打出了“园所+高校”的“组合
拳”。高校教师和幼儿园教师共同实
施 教 学 ， 高 校 教 师 深 入 幼 儿 园 一
线，提升实践智慧和指导实践教学
的能力；园所优秀教师进入高校课
堂，向学生直接展示和传授来自一
线的鲜活经验，指导学生在真实场
域实施教学。“校—园共育”，真正
在 大 学 生 和 在 职 教 师 间 构 建 起 了

“职前—职后教育实践共同体”。
“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都是育人

主体。”蔡军说，依托“驻园式”人才培
养基地，高校教师会深入幼儿园挂职
锻炼，担任课程顾问、发展顾问及驻
园专家，与幼儿园教师合作申报科研
项目，再让科研成果应用到幼儿园，
最终还是回归到人才培养的主业上，
让学生受益。

（下转第二版）

西安文理学院探索“驻园式”学前教育人才培养方式——

在幼儿园里“办大学”
本报记者 纪秀君 赵彩侠 田玉 冯丽

日前，记者来到贵州省仁怀市国酒城第一
幼儿园，正赶上户外活动时间，操场上、楼梯
下、屋顶，都有幼儿在游戏，一片欢声笑语。
这所幼儿园巧妙利用户外区域、楼顶空间打造
幼儿游戏运动场，投放树桩、滑索、攀爬架等
户 外 运 动 器 材 ， 鼓 励 幼 儿 通 过 不 同 的 材 料 组
合，进行探索、挑战，促进平衡、攀爬等运动
能力的提升。

“开园伊始，我们就在培养幼儿勇敢精神方面
做了积极探索，锻炼幼儿胆量和团结合作精神。”
园长晏自丽告诉记者，为培养幼儿的勇敢精神，教
师鼓励幼儿多参加户外活动，如爬高、跳跃、蒙眼
前进等，在活动中体验成功；鼓励幼儿多阅读绘
本，从故事人物身上学习；也帮助幼儿学会判断危
险程度，区分勇敢与鲁莽。

幼儿园还通过家长体验日、家长会等活动，
消除家长对园所野趣环境的顾虑，赢得他们的支
持，让家长更好地理解和配合幼儿园工作。

本报记者 张学军 通讯员 郑启彦 摄影
报道

勇敢者的游戏

“学前师资培养改革”系列报道①

编者按：
《“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深化学前教育专业改

革，完善培养方案，强化学前儿童发展和教育专业基础，注重培养学生观
察了解儿童、支持儿童发展的实践能力。教师是学前教育发展的第一资
源，为帮助学前教育师资培养院校在经验的交流互鉴中进一步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本报今起推出“学前师资培养改革”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贵州省仁怀市国酒城第一幼儿园教师鼓励小朋友挑战“好玩的轮胎”。

“到底蛋里会孵出什么动物呢？”
广州市黄埔区香雪山幼儿园教师胡丽
莉正为幼儿分享绘本故事 《很大很大
的蛋》。在讲到故事结尾时，幼儿纷纷
猜测，有的说是恐龙，有的说是大棕
熊，有的说是蛇⋯⋯

看到幼儿对蛋产生了极大好奇，胡
丽莉巧妙地捕捉到教育契机，引领幼儿
开启了“蛋”的探索之旅。在幼儿园的
组织下，幼儿和家长到超市实践调查，
建立起对蛋的形状、种类等方面的初步
认知。教师和幼儿还一起生成了“立

蛋”“护蛋大行动”等一系列妙趣横生的
活动。这些活动引导幼儿通过动手体
验，进行深层次阅读。

香雪山幼儿园自开办以来，尤为
重视绘本阅读，致力于打造书香校园
文化，把培养幼儿良好的阅读习惯作
为重要的教育目标。

走深走实的阅读浸润童心，
巧手共做美食

刚推进绘本阅读时，香雪山幼儿园
遇到了难题。由于幼儿没有过多的生
活经验，认知、学习能力水平有限，阅读
仅停留在简单识记、强行记忆阶段，这
使得幼儿无法将所看到的绘本内容与
现实场景结合，进行更深入的学习。

“早期阅读不仅对幼儿语言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还对幼儿的想象、思维、情
感、社会化、审美等具有重要价值。”如
何推动幼儿阅读从浅表走向深层？这
成了园长周秀翠希望破解的难题。

香雪山幼儿园以幼儿的兴趣为出
发点，鼓励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动手
操作、实地调研等方式，将知识概念
与真实生活相链接，生发出适合各年
龄段幼儿探索的主题活动。

比如，幼儿园通过“读绘本，玩
烹饪”这项主题活动，开启了生活化
课程探索与实践。“我们注重引导幼儿
在实操中体验乐趣，在开展绘本阅读
时，着重融入幼儿喜爱的烹饪活动。
我们挑选的每一本绘本，都能延伸出

一个烹饪内容。”周秀翠说，幼儿园通
过梳理线索，以主题活动为载体，让

“绘本”与“烹饪”相融相促。
大 班 幼 儿 在 阅 读 土 豆 相 关 绘 本

时，对土豆产生了浓厚兴趣。教师尊
重幼儿的兴趣，延伸设计出“嗨，我
是土豆”主题活动，带领幼儿开展土
豆沙拉、山药土豆泥等烹饪活动。教
师 还 引 导 幼 儿 将 制 作 土 豆 沙 拉 的 过
程，画成一本有封面、有封底、编好
页码的小书。

周秀翠发现，这不仅提升了幼儿
的动手能力，更给幼儿提供了一个表
达自身知识经验的机会，“幼儿通过思
考、探索、整理，建构成自身独特的
知识经验”。 （下转第二版）

广州市黄埔区香雪山幼儿园探索基于绘本的生活化课程

“做中学”开启绘本阅读奇妙之旅
通讯员 连燕纯 本报记者 刘盾

随着 《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
的颁布，各地陆续掀起学习 《评估指南》 的
热潮，很多幼教工作者都能熟练地说出 《评
估指南》 中的内容。然而，日常观察中我却
发现，不少园长、教师对于“相信每一个幼
儿都是积极主动有能力的学习者”这句话的
认知更多停留在口号层面，一旦回归教育实
践，依然是理念与行动脱节，过于看重在教
师“指导”下幼儿知识的积累，忽视幼儿自
主游戏中能力的提升，内心对幼儿自主游戏
充满了焦虑。

怎样帮助教师从言行不一的状态中走出
来，提升教师看见幼儿、信任幼儿的能力？
面对这一现实问题，通过一系列的研修和体
验，从理念和行动上给予教师具体的研修支
持，就显得很重要。具体来说，可尝试在

“一对一倾听”中寻找到突破，让园长、教
师在倾诉中看见自己，在倾听中看见幼儿，
在双重体验下改变认知，相信每一个幼儿都
是积极主动有能力的学习者。

在“一对一倾听”研修和体验中，先要
让教师明白该听什么，具体包含以下三点：

一是听事情。倾听者尽可能放下自己
对倾诉或者事件的预判，专注地听倾诉者
讲述他经历的事情，承认这件事情就是倾
诉者心中的事实。如：“你没有拿到那支喜
欢的彩笔。”“他打了你。”二是听情绪、听
感受。倾听者需要根据倾诉者的描述体会
他的情绪，并给予反馈，让他感受到被理
解。如：“没拿到笔，你有点儿沮丧。”“忽
然 被 他 打 了 ， 感 觉 有 点 儿 蒙 ， 有 点 儿 委
屈。”大多数教师都会着眼于表面事情，忽
略情绪情感，这需要教师在日常反复倾听
和 倾 诉 中 ， 不 断 练 习 并 成 长 。 三 是 听 需
求。倾听者在听清了事情，与倾诉者共情
后，应尝试发现倾诉者背后的需求。如：
幼儿没有拿到喜欢的彩笔，感觉沮丧，背
后的需求是想用自己喜欢的颜色进行美术
创作，那么对幼儿喜欢的材料，教师可以
增加投放数量。

教师需要在倾诉者角色上充分体验，只
有这样，内在观念的转变才能外化为高质量
的师幼互动，幼儿才能在舒服、安全的师幼关系中更积极地展开探索、提
出问题、解决问题、尝试新挑战，从而拓展学习。

在“一对一倾听”研修和体验中，还要让教师明白该怎样听，具体包
含以下四步：

第一步，倾听者用非语言信息，如专注的眼神、前倾的身体、偶尔的
点 头 等 进 行 沉 默 倾 听 ， 一 言 不 发 ， 向 倾 诉 者 传 递 倾 听 者 的 接 纳 。
第二步，当倾诉者中间有停顿时，倾听者可以用简短自然的应答如“哦”

“是吗”“我明白”去回应，让倾诉者确认你在认真听，并且对他的话感兴
趣。第三步，某些时刻，为了让倾诉者开口说话，或让他说得更多、更深
入，用“敲门砖”信息敲开倾诉之门，如：“关于那件事，你想再说说
吗？”“很有趣，再继续谈谈？”第四步，透过倾诉者的语言，倾听者集中
体会他的内在感受，而非外在情况，并给予反馈与核实。此种倾听对倾听
者要求很高，可一旦成功，倾诉者能快速感受到被理解、被看见，从而感
受到被爱和信任。

注重双重体验的研修，不是简单地指导教师该如何做，而是帮助教师
去体验和享受“一对一倾听”，在看见自己的过程中理解儿童，获得爱与
信任的能力，从而实现儿童观的重塑。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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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庞珂） 日前，
2023 年河南省托育服务宣传月暨
规范托育服务中原行活动在郑州启
动。记者从活动中获悉，今年河南
将继续实施普惠托育政策，提升托
育服务能力，新增托位数 7 万个，
总托位数将达到 30 万个。

2020 年以来，河南争取中央
预算内投资 1.54 亿元，带动社会
投资 3.1 亿元，建设普惠托位 1.54
万个。同时，河南采取托育品牌连
锁、公办民营、民办公助、地产物
业联动、企事业单位自办等多种发
展模式，加快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
设。截至今年 3 月底，全省托育服
务机构已达到 5091 家，托位数达
到 26 万个。

根据 规 划 ， 今 年 河 南 将 新 增
托位数 7 万个，总托位数达到 30
万个；到 2025 年，全省总托位数
将达到 46 万个。省卫健委将联合
省总工会、省教育厅推进用人单
位办托育机构，重点推进符合条
件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高等院
校办托育机构，2023 年每个省辖
市至少有一家示范性用人单位托

育机构。
为了更好地满足托育机构人才

需求，河南支持高等院校和职业院
校增设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专业，
目前，41 所高职院校开设婴幼儿
托育服务与管理专科专业点 46 个，
年招生 6500 人；178 所中职学校开
设幼儿保育等相关专业点 178 个，
年招生 3.4 万人，合计每年培养相
关专业人才 4 万余人。

在托育服务蓬勃发展的同时，
一些托幼机构也存在服务不规范、
不专业等问题。对此，河南持续对
托育服务机构进行摸底排查、整改
整治，同时推进托育服务示范创建
活 动 ， 争 取 今 年 年 底 前 每 个 县

（市、区） 建成一家示范性托育机
构。

河南今年将新增7万个托位
推进用人单位办托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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