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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酷闻酷评

湖南：
贫困幼儿每年补助千元

24 日，湖南省教育厅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表示， 该省已出台学前教
育新政， 明确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
度 ， 在园贫困家庭幼儿每年可获
1000 元补助金，将惠及 16 万多名在
园幼儿， 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幼
儿入园问题。

酷评：在圣诞前夕发布这个政
策，实在是给予湖南省家庭经济困
难幼儿最好的圣诞节礼物！ 据悉，
湖南省推出的这项政策，明确了学
前教育资助制度的范围，包括全省
公办幼儿园和经县级以上教育行
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 ，不包括托儿所 、亲子园等早
期教育机构。 资助对象为家庭经济
困难的在园幼儿。 这个文件将直接
通知到全体在园家长手中，只要申
报合格，一个月内补助就能到位。

幼儿园招聘会男教师受追捧
12 月 21 日上午，一场学前教育

专业专场双选会在南京应天学院举
行，来自南京和苏州的近 50 家幼儿
园园长进校招聘幼儿教师。 据报道，
相比传统的学前教育专业的女生，
同类专业的男性毕业生更加 “抢
手”，受到很多幼儿园园长的青睐。

招聘会现场，南外附属幼儿园
杨园长同时强调，幼儿教师的品行
很重要。 幼儿园招聘要求第一就要
有爱心 ，然后是责任心 ，其次才是
个人的才艺技能方面。

酷评 ：招聘会上 ，一些园长表
示，如果应聘人员不会和孩子们拥
抱和笑， 幼儿园便难以接纳他们。
幼儿园需要男教师，男教师也的确
能带给幼儿园新鲜的气息，但是他
们并不能完全代替女幼师的工作，
也不代表是男教师就能竞聘成功，
只有尊重孩子、爱孩子而且拥有一
技之长的男教师才会真正受到幼
儿园的欢迎。

幼儿教师受聘高校任课
12 月 18 日， 兰州市城关区教

育局与兰州城市学院举办“校地合
作与学前教育改革发展论坛”。 城
关区一线幼儿教师与兰州城市学
院幼教专业师生分别组成甲、乙两
个团队，采用“擂台赛”的形式开展
现场教学和展板布置比赛。 据悉，
这也是兰州市首次举办类似比赛。
活动结束后，获得优异成绩的城关
区幼儿教师受聘于兰州城市学院
学前教育专业实操课教师。

酷评：实践出真知。 长期在教
学一线的幼儿教师更清楚儿童的
想法与行为，也更能和孩子们沟通
交流，让他们去担任学前教育专业
实操课的教师，对高校和幼儿教师
而言，是一个双赢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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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教育媒体人，一个两岁孩子的
母亲，对中国幼教先驱陈鹤琴以及他的教育
思想和教育实践并不陌生。我一直十分崇尚
陈先生的“活教育”理念，并尽量运用到自己
的育儿实践中去。 我的一位老友，知道我是
“鹤琴迷 ”， 前几日送我一本 《一切为儿
童———中国幼教先驱陈鹤琴的故事》， 作者
鲁黎女士， 看简介是武汉一所幼儿园的园
长。 虽然作者名气并不大， 但翻开书籍，72
个关于陈鹤琴的生动故事和 120 余幅珍贵
的历史照片，却让我一头扎了进去。 一口气
读罢，陈先生坎坷的成长经历，执着的教育
情怀，高远的教育理想，还有那一个个趣味
盎然的育儿故事，令我对这位著名教育家有
了一番全新的认识。

可能是初为人母的缘故，书中，最令我
感动和心动的，是陈鹤琴那些充满智慧和童
真的育子故事。

陈鹤琴认为，教育有四大目标：第一，
教育孩子怎样做人和做怎样的人，包括合作
精神、同情心、服务精神，这主要是让孩子树
立正确的理想，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以及
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心态和手段。第二，教
育孩子应该有怎样的身体。 包括健康的体
格，卫生习惯，运动技能。第三才是培养儿童
应当具备的智力和能力， 包括有研究的态
度，有充分的知识，有表达的能力。 第四，怎
样培养情绪。陈鹤琴希望培养儿童欢天喜地

的快乐精神。
怎样去实现这些教育目标？陈鹤琴在自

己的孩子身上做“教育实验”，生活中处处充
满教育契机和教育艺术。

譬如，在关于如何正确地爱孩子的问题
上，他形象地说 ，做父母的最好只要 “一只
手”。 儿童有自己的双手，有自己的力量和
思想，不让儿童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就
在客观上阻止了儿童的身心发展。因此，他
在儿子一岁半的时候， 就坚持让孩子自己
吃饭，虽然吃得满地满桌都是，但他和妻子
都坚持观望等待。到了两岁半，儿子就开始
自己用筷子了。回想我家儿子吃饭的经历，
一开始也是满桌满脸都是， 有时候我实在
看不过去，就忍不住去喂他。及至现在孩子
两岁多了，虽然也知道让孩子“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但有时候因为赶时间 ，我就顾不
上让孩子自己动手了。 虽然只是一些小事
情， 但孩子就是在这些小事情中锻炼成长
起来的。 由此想来，作为家长，我这等待的
素养还需要修炼。

又如，“三把金钥匙”的故事，这是陈先生
培养孩子懂礼貌的法宝。 这三把“金钥匙”就
是“谢谢”、“对不起”、“请”。 在对孩子进行礼
貌教育时， 陈鹤琴时刻不忘自己的行为举止
示范作用，带头对孩子使用礼貌用语，使他的
孩子个个都成长为知礼仪、懂礼貌的典范。

还有“泥工、木工皆为师”的故事，陈鹤

琴在江西创办我国第一
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的
时候，妻子带着幼小的儿
女来看望他。他故意留下
新居的砖墙不粉刷，只是
为了给孩子们留下现场
向泥工 、 木工学习的机
会。 在他看来，劳动人民
不仅拥有勤劳朴实的可
贵品质，更有着非凡的经
验和智慧，并不是世人普
遍认为的所谓“劳力者”。

作为当时著名的教
育家， 陈鹤琴从不摆谱，
常常和孩子们一起玩泥
巴，做游戏。他认为，教育
要以儿童之眼看待儿童，
以儿童之心教育儿童，和
孩子们打成一片， 这样才能懂得孩子的心
理，孩子的问题，孩子的困难 ，孩子的脾气
……“要教好小孩 ，就要发现小孩 ，了解小
孩，解放小孩，信仰小孩，变成小孩。 ”

1940 年， 陈鹤琴在江西南昌实验小学新
池分校开学典礼上曾经这样说：“诸位小朋
友，今天你们到这里来，不是来读死书的，我
们来创造一个新世界， 这所学校不像一个普
通的学校，除了墙上的几张照片外，我们就没
有什么东西。 但你们看， 墙上挂着的锄头铲

子，就是我们创造世界的
工具 。 ” 这几句朴实的
话， 正是他 “活教育”思
想的生动体现。陈鹤琴主
张，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
拿来做教材，大自然是最
好的课堂，而课堂首先要
让孩子感到快乐，从空间
和时间上给予孩子充分
的自由，校园必须是孩子
的乐园。

成为孩子 ， 才能教
好孩子 。 而成为孩子的
首要要求 ， 就是要时刻
保持一颗童心 。 通过这
本书 ， 我仿佛看到陈鹤
琴先生和孩子一起滚铁
环 、丢沙包 、拍烟盒 、捉

迷藏、丢手绢、跳房子、打雪仗时的生动场
景……

是的，只有将自己变成小孩，内心才会
充满孩童一般纯真质朴的快乐，才能更好地
热爱、了解和研究儿童，教育他们使之胜过
前人。

今年是陈鹤琴先生诞辰 120 周年，抚书
追思，跟着陈先生学做教育，学做父母，这是
我此刻最真切的体会。

变成孩子，才能教好孩子
———读《一切为儿童———中国幼教先驱陈鹤琴的故事》有感

□ 本报记者 马朝宏好书共赏

□ 本报记者 刘 婷

认真回味 2012 年全年 《幼儿教育周
刊》， 实际上我们自始至终一直在试图追问
并回答三个问题：我国学前教育发展方向在
哪里？ 什么样的幼儿园才是一所好幼儿园？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乃至出色的幼儿
教师？

问题一：
学前教育方向在哪里

这一年岁首，在全国学前教育形势一片
燎原叫好声中，我们以南京师范大学虞永平
教授一篇 《切实认清学前教育质量低的问
题》的“专家视点”访谈，掀起了周刊的开年
大讨论。 在国家高度重视学前教育，各地学
前教育项目大规模上马的时候， 这篇访谈，
给了各方发展学前教育一个冷静思考的空
间。从本报接到的部分教育局通过这篇报道
想去拜访、 联系虞永平教授的电话来看，学
前教育理性发展已经纳入了地方的顶层设
计规划之中。

随后，在我们对全国 10 个省市《学前教
育大发展，我们在行动》的综合报道中，已经
可以清晰看到，学前教育高起点、高质量发

展和规划， 已经成为这些省市的主流
行动。

第 429 期 、

439 期，我们相继推出了《江苏省无锡市滨
湖区： 优质学前教育集结号》、《浙江省杭州
市拱墅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两篇深度报
道，全面解析了这两个学前教育示范区的学
前教育发展理念和行动，从区域幼教发展层
面对“学前教育方向”问题进行解答。

《专家视点》是《幼儿教育周刊》2012 年
新增设的一个栏目， 旨在为周刊引入思想，
为幼教发展厘清方向。这个栏目不只停留在
政策、制度访问层面，我们还加入了很多幼
教理念方面的高端访问。 如著名育儿专家、
北京市李跃儿芭学园园长李跃儿的 《惩罚，
到底有什么不好》、《奖励， 对孩子有什么不
好》的观点，中央教科院刘占兰博士的《孩子
告状，教师怎么办》、莫源秋教授的《孩子“不
老实”，是孩子的错吗》等专家支招，从教育
理念层面给了读者深刻的启迪。

问题二：
好幼儿园什么样

这是我们 2012 年的重头戏， 主要通过
《封面园》栏目进行呈现。 所谓《封面园》，即
每期推出一所理念先进、管理科学、特色鲜
明、具备示范性和引领性的幼教园所，以图
文并茂的形式，全方位呈现一所优质园所的
风貌。

这一年，依托这个栏目，我们走过了全
国 20 多个省市，进入到近百所幼儿园，零距
离触摸中国幼教发展的脉搏。我们既看到了
最能代表中国幼教方向的先进与华美，也领

略了那些散落在各个民
居 、 陋巷中的落后 、简
陋、 粗暴和野蛮的学前

教育。
我们先后重磅推出了 15 所 “封面园”，

从各个层面解读顺应儿童发展的教育到底
是什么样子的。 在教育理念层面，通过对李
跃儿芭学园 《提供捍卫儿童权利的课程》的
报道，全面展示了一所真正视儿童权益为最
高办园方向的芭学园的迷人魅力；通过对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尚志幼儿园的《于表现中绽
放》，传达了“儿童所有知识和经验的获得，
都必须在自身的表现中获得” 的教育理念。
具体到学科和领域，我们通过对西北工业大
学幼儿园 《科学的儿童科学教育》、《广西区
直三幼的“课改心经”》等报道，向读者解读
了科学的学科教育必须遵循的路径和思路。
课程的设计思路直接反映着儿童观和教育
观。我们通过对浙江省宁波市闻裕顺幼儿园
《天天过节的幼儿园》、《宁波一幼的“新行为
课程”》、杭州市拱墅区红缨幼儿园《好玩！玩
好！》的报道，试图诠释“生活即教育，教育即
生活”的幼儿教育真谛。

“封面园”栏目引起的读者效应是相当
显著的，我们周刊的 QQ 群上、博客、微博
里，活跃着的大批粉丝，一大批都是追着这
些“封面园”而来的。 我们为此还开设了个
“Q 来 Q 往”的小栏目，及时反馈读者的心
声和建议。

问题三：
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好的幼儿教师

作为一份专业周刊， 体现专业引领力
是我们的职责。 2012 年， 我们为此专设了
《经典案例·深度解析》和《行动研究》栏目，
前者针对发生在幼儿园的常见问题或个别

案例，提请相关专家从教育学、心理学、卫生
学、 社会学等多角度解析问题背后的成因，
并提出建议、对策。 后者则着眼幼儿园日常
教育活动中的行动研究，展示一线幼教工作
者独特的行动，深邃的思索，创新的探索。

这两大栏目成为一线教师的最爱。从大
量的来稿中， 我们看到了幼儿教师的勤奋、
上进和责任，这也是令我们周刊编辑记者最
为欣慰的地方。 从《老师，我尿裤子了》、《孩
子挥手打了老师》、《无人问津的美工书》等
教育叙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个栩栩如
生的活动现场，充分领略了这些故事的主人
公的教育智慧和爱心；从《班级工作室：从独
立走向融合》、《面包房的故事》、《您的环境
是否符合心理健康》等文章中，我们又仿佛
走进了一间间充满创意的教室，走近了一个
个充满激情的教师……

在大量的读者反馈中，一个个普通教师
分享着同是普普通通的教育同行的教育心
得和感悟，在这种“烦恼着同样的烦恼，快乐
着同样的快乐”中，他们携手成长，不少教师
之间因此还结下友谊，在现实生活中续写教
育情怀。

2012 年，只是普普通通的 365 天，但是
在我们周刊的成长手册上，每一天都是唯一
的日子，每一天都值得回忆和收藏。 因为遇
到了那么多极其平凡却又极富爱心和智慧
的幼儿教育人， 因为看到了那么多孩子天
真、快乐的笑脸，让我们这份工作，有了更高
的价值和意义， 也让我们对中
国的幼教事业，有了更
多的期待和信任。

周年盘点

什么样的幼儿教育
我们需要

流年似水，似水流年。弹指一挥间，2012年已到了最后一周。
回顾这一年全国学前教育大发展，可谓有喜有爱有感动，有恨有痛有

忧伤。
1月，三部委出台《暂行办法》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2月，教育部印发《学前教

育督导评估暂行办法》和《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5月，“全国学前教育宣
传月”活动启动；6月，中央下达156亿元学前教育专项发展支持资金；10月，教育部印发《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11月，教育部设立学前教育办公室……密集的制度、措施和方法的
出台，让华夏大地的儿童真切地感受到来自祖国的强大的爱与关怀。

而在全国各地，大力发展、扶持学前教育的浪潮也是一波高过一波，一城赶超一城。
但是，在这些巨大的爱与感动面前，那些令人震惊的虐童事件、校车事故、天价收费等不

和谐声音却依然不绝于耳，令人扼腕、心痛、愤慨、无奈。
在这样的背景大势中，作为一份有信仰、有追求的教育媒体，作为一份创办不到两年的周

刊，2012年，注定了是我们的思考年，行走年，成长年。
这一年，我们对话名师大家，积极思辨学前教育的发展方向；我们走进全国20多个省市

的近百所幼儿园，触摸神州大地幼儿教育的脉搏；我们将自己置身于孩子和教师之中，一同上
课，一同活动，一起成长……

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为执着地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