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诞节快到了，临街的商铺都摆起了圣诞树，
支起了红衣红裤红色圣诞帽、 长着白胡子的圣诞
老人，商场里更是热闹不已，各式各样的圣诞礼物
摆在最显眼的橱窗里，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

和 5 岁的女儿走在街上，她好奇地问：“妈妈，
这是干吗啊？ ”我回答：为了迎接圣诞节啊。 “端午
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那圣诞节要吃什么呢？ ”
女儿又好奇地问。看来，这个馋嘴的小家伙联想蛮
丰富的。我赶紧驱走她的馋虫，耐心地告诉她：“圣
诞节是西方的节日，就像中国的春节一样，很远的
亲人都要回家和亲人团聚的。在这一天里，圣诞老
人会让表现好的小朋友，实现自己的圣诞愿望。 ”

“世界上真有圣诞老人吗？他真的会实现我的
圣诞心愿吗？”女儿扬着小脸，满脸期待。我斩钉截
铁地说，只要你表现好，圣诞老人一定满足你的愿
望，送你想要的礼物。对了，你的圣诞心愿是什么？
女儿想了想，抿着嘴没说话。

我知道女儿一直想要个蹦蹦床， 于是在淘宝
网上拍下了蹦蹦床，作为送给女儿的圣诞礼物。我
相信，女儿收到蹦蹦床后一定很开心。女儿后来的
表现乖巧极了：回家后不看电视，马上做作业；早
上起床也不用三请四请还哭哭啼啼； 吃饭更是比
以前进步了许多，不挑食、不拣菜。临睡前，她总是
很担心地问我：“妈妈，我今天的表现好吗？我会实
现我的圣诞愿望吗？ ”我适时地激励她：“再努力一
点，你一定可以的。 ”女儿满意地点点头。

蹦蹦床很快就送到了。 半夜， 我悄悄地爬起
来，轻手轻脚地将蹦蹦床放在女儿的床边。看着孩
子睡梦中都还带着甜甜的笑容， 我想象着女儿的
惊喜。 果然，女儿起床后发现了蹦蹦床，高兴得跑
来跟我报告：“妈妈，谢谢你送我的蹦蹦床。 ”我故
意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夸张地说：“不是我送的，
是圣诞老人送的， 你真的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了
吗？ ”

女儿的脸色陡然阴沉下来， 哇地一声哭
开了：“妈妈，圣诞老人送错了，我的圣诞心
愿，不是想要这个蹦蹦床，而是想要爸爸不
要在外打工了，我要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
起。 ”刹那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一直以为，我尽力满足女儿的要求，
什么都给她最好的，已经尽到了一个家
长的责任与义务， 可我疏忽了女儿对
父爱的渴望，女儿最大的心愿竟然只
是在有父母陪伴的家庭氛围里成
长。

女儿一天天长大，童年不会
再回首。 我决定劝说老公回家
创业，给孩子一份完整的爱。 我
想不久，女儿的这个圣诞愿望一

定会实现。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提出幼儿
的科学活动教育是科学启蒙教育， 同时将其作为五大
教育领域之一，清晰列出目标、教育要求和指导要点细
目，由此突出了幼儿科学活动教育的重要性。 然而，不
容乐观的是，现阶段幼儿科学活动教育存在诸多问题，
其中在创造性素养培养方面尤其存在着严重缺失。

一节“成功”的科学观摩课引发的思考

这是被多数教师认为上得很成功的一节科学观
摩课。 活动过程大致如下：

步骤一：桌上有两个杯子，教师同时给杯子里倒
入热水，一个杯子上蒙上纱网，另一个杯子上蒙上保
鲜膜。

“你们发现了什么？ ”“杯子蒙上纱网，看看热气怎
么样？ ”“杯子蒙上保鲜膜，看看热气怎么样？ ”“为什么
保鲜膜上会有小水珠？ 而纱网上没有小水珠呢？ ”教师
一口气问完，让幼儿自由回答。 现场有点混乱。

之后教师拿起纱网和保鲜膜，幼儿比较观察发现,
纱网上有一个一个小洞洞，而保鲜膜上没有。

教师总结：网的物品具有通透性。
步骤二：教师请幼儿根据桌上提供的网兜、米筛、

漏勺等材料，动手做试验。
第一组是捞小鱼， 第二组是将混合在一起的小米

和花生分开，第三组是倒茶。 “你们发现了什么？ ”“哪种
工具更方便？ ”“为什么？ ”教师随后开始指导幼儿的操
作活动。

教师总结：“有了网做的东西的确很方便，那我们
也来做个筛米的筛子吧！ ”

说完便下课，“筛子”活动再无下文。
整体来看，这节课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首先教

学内容与目标均体现了科学性及创造性；为了保证效
果，还将上课的人数减到一半，另一半在户外活动，保
证教师能在课上关注到每个孩子。 然而实际上，整个
课堂都是由教师控制的，教师不停地问，因为幼儿的
回答也很到位，所以教师不停地赞扬。 最后，所谓的延
伸活动，其实只是一种课堂形式的表现，并没有实际
的操作和练习。

由此，引发我的思考：教师的这种“榜样”行为直
接影响甚至渗透到幼儿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长久
下去，幼儿的科学思维将怎样发展？ 如果科学课都这
样上，又将如何承载幼儿创造性素养的培养大任？

一次令人担忧的调研访谈

随后，我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在科学教育活动中培

养幼儿创造性素养的问题。 由此，我展开了一次大型
调研访问，主要对象是教师、家长、幼儿，通过这次访
谈，我获得了很多以前未知的信息和思考。

问：在幼儿园，科学活动课的现状如何？
答：虽然幼教纲要上指出，五大领域是幼儿园教

育教学活动的主要内容，但事实上，要全面兼顾是不
太现实的。 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幼儿人数早已超出合理的班额容量，空间和
材料等限制了科学课的开展；

二是幼升小的升学压力大，的确很难全面顾及幼
儿真正意义上的整合发展；

三是教师本职工作压力大，经常有观摩课，有比
赛，有园内的任务，而且家长重视的是孩子的学习，科
学课就是副课中的副课；

四是教师有时候也不知道如何上好科学课。 虽然
他们明确知道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科学课， 音乐课，
因为在这些课堂上，孩子们是相对自由的。

问：一线教师对于本园科学活动课有什么经验或
困惑？

答：现在的条件是好了，公办幼儿园也能得到比
较丰厚的资金支持，可是幼儿园并没有充分利用。 例
如我们幼儿园的科学发现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
里的材料都是新的，全套的。 可是每个班一周就去一
次，而且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孩子都是玩过去了，教
师也不知道如何指导孩子们科学地玩。

同时，由于当前幼儿教育发展迅猛，大规模招聘
来的教师素质也参差不齐。 青山区民族幼儿园在我们
本地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幼儿园，但是绝大部分教师
的学历还是大专，幼儿园让教师考取本科文凭，在职
考本，对于改变或提升教师自身素养意义并不大。

问：家长对幼儿科学活动教育课程有何态度或建
议？

答：基本上没有。 现在家长都很忙，无暇顾及孩子
的学业，特别是科学活动这样的课程，多数家长自身
都不是很熟悉，基本是不闻不问。 家长理解的幼儿园
就是托管所，而不是教育的场所。 偶尔让家长配合，回
去和孩子一起上网搜索某个知识点，比如：关于“鲸是
不是鱼”的问题，有些家长会很配合，但是有一些就不
管不问。 家长的态度与认识不能和教师达成一致高
度，我们也没办法，时间长了，这门课就被搁置了。

从受访者的回答中，可以明显看到以下事实：
一是幼儿园的五大领域课程设置是有明显“轻重

缓急”的。 幼儿园和授课教师会有重点地倾向某些课

程，特别是涉及幼升小考试的科目。 科学活动课未受
到应有的重视，科学活动开设开展严重不足。 不提供
机会，又何谈科学活动教育中创造性的培养？

二是幼儿教师准入资格普遍未能满足实际中的
有效需要。 首先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技能都存在很
大的空白和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幼儿科学活
动中创造性素养的培养，因为幼儿在这方面的潜力和
发展，要靠教师的科学引导和指导帮助。

三是家长对幼儿科学启蒙教育没有合理而明确
的认识，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或付出努力来发展孩子
的创造性。

我们的一些实践和思考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指出：一个孩子开始玩积木
时，和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不熟悉的材料做实验
时的意义是一样的， 这是因为他们都在探索未知领
域，都是一种创造力的表现。 幼儿创造性素养应包括
创造性意识、创造性习惯和创造性能力等基本方面。

基于之前的调研和思考，我们幼儿园开始了在科
学教育活动中培养幼儿创造性素养的课题研究和实
践，初步形成了一些经验和思考。

创设一种自由、开放、舒适的心理环境，充分尊重
幼儿的主体性，注重幼儿探索过程。

心理的安全和自由，是创造能力发展的两个主要
条件。 “心理安全”即幼儿没有受到威胁和压迫，处于
放松、和谐的氛围中；“心理自由”即幼儿没有受到过
多的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在地创新。

众所周知，由于幼儿本身具有一定的自我中心的
局限性，他们如果获得肯定，自我成就感特别强。 教师
适当适时表扬幼儿，给予充分的刺激，及时强化，这种
刺激和强化好比“鲜红的诱惑”，如同新鲜的草莓，可
口喜人但又极其脆弱。 幼儿这种舒适的心理感觉获得
也是如此。 如果教师长期禁锢幼儿的各种“明察秋毫”
和“异想天开”，势必会很容易导致幼儿的胆怯自闭，
失去创造兴趣，抹杀了一切可能的发掘他们创造性的
“诱惑”。 此外，教师要把幼儿的兴趣和需求放在首位，
注重探索过程，得到的结果性的认识并不是科学的主
要目的，幼儿在过程中的观察、思考、解决及带来的成
就感和自我满足感要远远大于结果。 在过程中，才能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造。

幼儿创造性素养的培养应贯穿于幼儿一日生活
的各个环节，而非局限于科学活动课。

生活教育是幼儿科学活动教育中一个不可或缺
的途径，其重要性不逊于教学活动，作为教育者，对幼
儿创造性素养的培养应该有科学的认识： 幼儿创造

性素养的培养需要一个持久的过程，单纯靠短短半个
小时的科学课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把它落实于一日生
活中各个环节，每时每刻、大事小事都是绝佳契机。 因
为教师和幼儿的本领， 远不止于课堂中所展示出来
的，日常生活中的随机教育无处不有，无时不在，这种
“润物无声”的影响是隐性的，深远的。

保护幼儿的创造性意识，鼓励提出问题，发现问
题。

问题即冲突，而冲突才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和创造
良机。 在探索过程中，当原有的认知结构和经验已不
能解决新问题时，正是教育者施教的最佳契机。

教师应该及时、 适时地关注孩子发现和提问的需
求。 对于幼儿科学活动教育课而言，活动内容和目标
均可以是生成的，从幼儿的实际情况或需要中发掘有
效的科学内容等。 科学需要好奇心，科学需要大胆发
现和提问。 问题的来源便是好奇心。 儿童天生是“科学
家”，喜欢探究，他们必然会碰到各种问题。 教师面对幼
儿千奇百怪的问题和幼儿的意外发现，要积极对待，认
真处理，抓住各种发掘创造性的契机，激发幼儿的科学
兴趣和创造力，给予科学的、深度的引导、挖掘和探索，
开发其巨大的潜在科学创造力量。

培养具有创造性意识和能力的教师、家长。
幼儿时期，是他们开始认识世界的时期，很多经

验和知识的获得均靠他人的引导。 教师和家长是幼儿
最主要的教授者，这就要求他们本身要备有这方面的
能力，能够胜任。

教师和家长要摆脱传统的教学观念，将自己定位
为学习者，树立科学的创造性观念。 要充分意识到幼
儿的创造性不可估量。 成人和幼儿应互为学习者，彼
此共同进步。

创造型教师和家长肯定有着创造性的态度， 喜欢
实施创造性的教育。 可以通过提问、创设环境、活用教
学方法、巧妙的教学活动设计等激励幼儿主动探索，积
极提问，乐于、善于回答幼儿的各种提问，随时注意幼
儿的兴趣点，肯定幼儿的发现和问题。 由于幼儿身心发
展的特殊性，在实际操作中，还要学会耐心等待，幼儿
的思考和表达需要一定时间，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

为此，我们幼儿园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也做了很
多的调整和尝试。 如，提高幼儿教师准入资格，健全系
统的幼儿教师培训体系，培养专业领域中的“专门教
员”等。 同时，我们重新规划和安排了幼儿科学活动课
程， 大量提供能满足科学活动需要的各种材料和环
境。 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宣传、策划活动，开设家长课
程，向社会、家长普及科学教育活动的重要性，通过幼
儿园这个窗口，将“科学精神”传播到千家万户。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民族幼儿园）

1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这几天，儿子一直缠着我索要圣诞礼物。我知道，超市里那套最新版的变形金刚早已经
让他望眼欲穿了。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决定不再亲自买礼物送给儿子，而是让他自己做一

次主。 于是，我们给了他一百元钱，然后把他送进了超市。
之所以这样做，一来是想看看儿子到底会给自己买一件什么礼物；再者，我们还想从

现在开始，培养这个 9 岁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 在超市门口等待儿子的时候，我和妻子
的心情很复杂。 我想象着儿子在玩具区里像个大人似的左挑右拣，最终选好了自己心仪

的玩具，同时还有一个小小的奢望从心底里萌生出来：如果儿子在为自己挑选玩具的时
候，能想到给我们也买一件礼物，哪怕是一元钱的小挂件，我们也会高兴坏的。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和妻子正要进去寻找儿子，小家伙出来了。 结果很是出乎我们

的意料，儿子手里空空如也。 妻子问他：“宝贝，你的礼物呢？ ”儿子摇摇头。 我又问：“没买？ ”
儿子摇摇头，接着又点点头。 “那钱呢？ ”难道儿子被骗啦？

儿子抬起头，小声说道：“我刚进超市，就看见在大厅里围了一圈人，我好不容易挤了进去，
发现中间是一棵大大的圣诞树。树上有很多卡片，每张卡片上都写满了字。我让一位阿姨帮我
摘下了一张，上面有一个孤儿院小朋友的心愿，她说想在圣诞节那天得到一套帽子和围巾。 ”

“儿子，你用买玩具的钱替那个小朋友完成了心愿？ ”妻子小心地问。 “嗯，那套帽子和
围巾总共 88 元，我买下来之后，挂在了圣诞树上。 ”儿子说，“还剩 12 块钱，我就买了这些
糖果，送给你和爸爸。 ”

说着，儿子的小手已经在口袋里掏出了有生以来他送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 看着儿
子红红的小脸，我觉得他一下子长大了。我紧紧地拥抱着儿子，这个圣诞节，他不但送给了
我们糖果，还送出了自己的善良、同情和感恩，以及一个陌生小朋友如愿以偿的笑脸。

在科学活动中培养幼儿创造性素养
□ 刘建琴

最美的礼物

园长·园地

最想实现的
愿望
□ 刘亚华

□ 翟 杰

在意大利人眼中，圣诞节是一年之中最为重
要的节日，食物、宗教仪式、圣诞摆设、礼物等都
是节日必不可少的内容。 不过在这些内容之外，
意大利人又在家庭中增加了一项活动内容：长辈
对晚辈进行“感恩教育”，圣诞节随即成了“感恩
节”。

节日这天，家中的长辈都早早地起来，将对
子女的期望与祝福一一写下来， 然后将写好的
纸条或是藏在圣诞树的礼物盒内， 或是藏在厨
房的餐具下面，或是藏在子女的房间内，以便让
晚辈及时发现， 从而让他们体悟和感受到长辈
的殷切希望和舐犊情深。 有些父母还干脆将孩
子在生活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写下来， 以圣诞礼
物的形式对孩子进行批评教育， 促使其改正缺
点，早日成才。

长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也感染着孩
子们。 他们在节日的头一天（即平安夜），便偷偷
地躲起来，衔笔构思，或撰文歌颂父母的养育之
恩，或写诗感谢长辈的辛勤抚育。圣诞节这天，孩
子们会在家中开一个小型的“朗诵会”。 会上，孩
子们逐一将自己写在纸上的肺腑心声，读给家中
的长辈听，真诚地向一年来付出艰辛的长辈表示
衷心感谢。 有些孩子写的文章情真意切，因此朗
读时往往情为所动，泪流满面———每每听到孩子
们的心声，长辈们的脸上便露出欣慰的笑容———
他们知道，孩子长大了，已经懂得父母的养育之
恩了。

读罢感恩文章， 孩子们还要把圣诞午
宴上最大、最甜的皮萨馅饼切成小块，
首先分给长辈； 对于家中行走不便
的老人，他们还要端着盘子 ，亲自
奉伺到床前。 待长辈吃过馅饼后，
圣诞午宴才算正式开始：一家人
团团围坐， 在欢快的音乐中，开
怀畅饮，尽情享受天伦之乐。 午宴
结束， 孩子们要替代父母下厨房，洗
碗烧水，忙于家务，在忙碌中感受大人的
辛苦。

圣诞节的晚上， 大人孩子都要上街狂
欢。在狂欢前，孩子们呼朋引伴，带着自己手
工制作的小礼物，蹦蹦跳跳地到左邻右舍家
中，为老人行礼，并送上礼物，然后给老人唱
《赞美诗》，表达孩子们对老人的尊重与爱戴。

旅居罗马多年，每年圣诞节，我的心灵都要
震撼一次：放眼国内，时下该有多少家庭忽视了
对子女的感恩教育啊！ 有多少 90 后、80 后视父
母的辛苦付出为“理所应当”，心安理得地坐享着
父母无私无尽的关爱与关怀！ 在圣诞节来临之
际，愿国内的父母能像意大利的父母那样，意识
到家庭“感恩教育”缺失的严重性，赶紧给孩子补
上“感恩”这一人生必修课！

圣诞来临
学“感恩”

□ 刘 锴

漫画 《送礼物的道具》 作者：杨良义

圣诞主题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