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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 ，我家孩子为什么学习总
是不入门 ，比如算算数 ，别的小孩看到
8+1，一下子就知道是 9，我家孩子就只
会掰手指，然后数一下才知道结果。 现
在他已经 5 岁 4 个月了，平时问的问题
可深奥了 ，但是一到学习上 ，就总觉得
脑子不转弯，这是发育晚还是对学习不
感兴趣呢？ ……”

前些日子，我收到一条来自一位家
长充满焦虑的短信。 坦白讲，当时我的
回复并不够冷静 ：“您的想法本身就是
个错误。 ”

实际上， 有类似担忧的家长并不在
少数，尤其是在被叫停“幼小衔接课程”
之后。 虽然各个幼儿园对叫停都执行得
相当得力，但是就整个社会的反应来看，
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许多培训机构
的学前课程依旧火爆，家长们都问，如果
不抢跑，孩子升入小学后跟不上怎么办？

据了解， 在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
那些提前学习的孩子的确会感觉轻松
不少。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把同样的
内容重复学习第二遍 ， 就像是烫剩饭
一样 ，当然没什么难度 。 但是 ，另外一
个问题又冒出来了———“喜新厌旧 ”。
特别是对于热衷于新鲜事物的孩子 ，
“烫剩饭 ”符合孩子们的胃口吗 ？ 于是
我们看到 ，在这群提前学习的孩子中 ，
很容易出现两种倾向 。 一种是自信心
爆棚 ，巴不得能够时时表现自己 ，在课
堂上独领风骚。 然而结果是，在班级授

课制的背景下 ，出于 “齐步走 ”的考虑 ，
教师不得不选择对这类孩子采取有意
冷落的态度 ，甚至会因此批评其浮躁 、
逞能 。 另一种孩子则因为失去了学习
的兴趣而走神、 沉默———“这些内容我
都会，还用学习吗？ ”

对于那些没有提前学习过的孩子，
却又是另一番景象。 好奇心催生的求知
欲是学习的开始， 而来自周围同学的适
当压力会让孩子进一步充满渴望， 从而
在学习中表现得更加专注、积极。 最初，
这些没有提前 “飞” 的孩子在学习过程
中，的确有可能会面临挑战，但只要心态
健康，加上好的学习习惯，他们迎头赶上
只是时间问题。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 ，绝大多数 “抢
跑 ”的孩子 ，其领先优势最多只保持到
一年级的第二学期 ， 之后的学习成绩
基本上逐渐与其他同学持平 ， 甚至会
出现落后的情况。 然而，人生并非百米
赛跑 ，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最初一
百米的优势相对于整个历程来说 ，实
在微不足道。 更为可怕的是，若为了这
一点不值一提的优势而勉强孩子 ，甚

至过早地让其对学习心灰意懒，那才是
得不偿失。

那么， 一个 5 岁 4 个月的男孩子到
底应该做些什么？

他应该自由自在地奔跑， 像一匹脱
缰的小马，让身体得以痛快淋漓地舒展；
他应该无拘无束地幻想，如《地球上的星
星》中那个孩子一样，哪怕坐在马桶上也
可以浮想联翩飞到外太空； 他应该如饥
似渴地读书， 为那些美妙的故事或哭或
笑，让心灵得到最丰富的滋养。

然而， 许多家长却让他老老实实地
坐下来，写字、拼读、计算———并且还不
许他掰手指， 甚至抱怨他不如别的孩子
机灵！

我对那位家长说， 这就好像你明明
只扛得动 100 斤的东西， 却被要求必须
扛起 200 斤的重量！ 你是扛还是不扛？
扛，不仅扛不动，还有可能让自己受伤；
不扛， 也许你连扛起 100 斤的兴趣或勇
气也没有了……

所以， 孩子当然不能按照家长的愿
望去做，因为你的“不合时宜”、“揠苗助
长”是对他的不尊重，给他带来的只能是

深深的挫败感。
其实，与其吃力抢跑，不如欣然放手。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孩子有勇

气、有能力离开你。 人生注定需要独行，
需要自己去选择和承担， 一味地包办只
能让孩子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娃娃， 永远
都只是等着奶瓶凑到嘴边才去吮吸。

然而，什么才是真正有必要的“幼小
衔接”？

首先，请接纳孩子的情绪。 帮助他们
认识到， 从幼儿园到小学是一个很自然
也很美好的阶段。 而其中最聪明的办法
就是亲子阅读。和孩子并肩坐下来吧，读
一读《一口袋的吻》，读一读《忘了说我爱
你》，读一读《小阿力的大学校》……

其次，请做好高质量的陪伴。 比如
关掉手机 ，和孩子快乐相处 ，这样一个
简单的行为就能够给予孩子暖暖的安
全感。 特别是孩子的爸爸们，更应该和
孩子们一起玩耍， 哪怕看上去 “粗野”
些。 因为家长能够和孩子这样手牵手的
时间真的不多。

最后， 请给予孩子更多自我管理的
机会。 像洗袜子、擦桌子、收拾房间这样
的家务，请尽可能地交给孩子，这不仅是
在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 同时也是在培
养他们的自主意识。

各位家长， 面对孩子的成长， 请坚
定，而且淡定。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加斯顿
幼儿园）

今天宝宝在幼儿园大便了吗？ 每当
家长来接孩子， 都会向老师询问这样一
个问题。 因为保证每个孩子每天都能在
幼儿园拉大便是个难题， 但同时也是家
长们最关注的问题。 幼儿年龄过小，没有
接触过新事物，在家中无论做什么，都总
会有成人陪伴，包括拉大便。 但是，当幼
儿来到幼儿园，没有了家长的照料，就可
能在陌生的环境中由于害怕而导致大便
难的问题。

每当家长来接送幼儿的时候，都会
看看班门外面张贴的 “宝宝卫生记录
表”。 只要他们看见自己的孩子在幼儿
园大便后就会异常高兴。 但是，这些孩
子在幼儿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一次，
一名幼儿的妈妈对我说：孩子每次回家
的第一件事都是大便，每每看到她满脸
涨得通红的时候 ，心里就很难受 ，问她
为什么不在幼儿园里大便，她说是因为
害怕独自在厕所 。 还有一位妈妈告诉
我：孩子在幼儿园有时候连续 3 天都不

上一次厕所。 为此， 有一次吃完早饭，
我便让这个孩子去一下卫生间，谁知原
本很开心的孩子一进卫生间就哭了起
来，问她怎么了，她也不说。

我慢慢地发现，幼儿不在幼儿园里
大便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上卫生间存在
着一些焦虑情绪 。 而要想解决这一问
题，首先要做的就是为幼儿营造一个良
好的卫生环境。

于是，我在班中和幼儿们讨论，他们
喜欢什么样的小动物和自己一起在卫生
间里呆着。 许多孩子都说最喜欢小老鼠
陪着他们。 在了解了孩子们的需求后，我
便和班中的几个老师在卫生间的不同地

方贴上小老鼠的图案。
过了几天，惊喜的事情发生了。 班上

主动大便的孩子明显多了起来。 每天早
饭之后都会有几个孩子“成群结队”地去
大便。 诺诺对彤彤说：“一会儿吃完早饭，
我要去和粉色的小老鼠一起大便， 你要
和我一起吗？ ”彤彤说：“好，那我就去找
绿色的小老鼠。 ”两个孩子在早饭后愉快
地达成了协议。 又一次，我在卫生间听到
贝贝和月月说：“粉色的小老鼠是我的好
朋友，我每天都要和它在一起。 ”又过了
几天，心心跑过来对我说：“孙老师，绿色
的小老鼠‘受伤’了。 ”我走过去一看，原
来是小老鼠贴画从墙上掉了下来。 我马

上对心心说 ：“你和老师一起帮小老鼠
‘疗伤’吧。 ”于是，心心主动动手，将小老
鼠恢复到了原来的位置。

如今，孩子们在幼儿园大便已经不
再是个难题 ，“宝宝卫生记录表 ”上 ，每
天在园里大便过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因
为孩子们适应了新环境后，内心不再对
任何地方产生恐惧，就连每天来园的出
勤率都明显提高。虽然改变厕所环境只
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当孩子们真正克
服了障碍 ，转变了想法 ，便会积极投入
到各项活动中，并在与其他孩子沟通交
流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
动手能力。

关注幼儿需求，从幼儿感兴趣的角度
出发，经常与幼儿沟通，这些都是教师为
幼儿创设一个温馨学习环境的前提。只有
这样， 孩子们才能够放下心中的芥蒂，在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同时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系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花园村幼儿园广源分园）

从改变环境开始
□孙 璐

什么才是有必要的“幼小衔接”
□王 钢幼教

必读

课程背景

诗歌是世界上最古老 、 最基本的文
学形式 ， 是许多民族和地区的文学源
头 。 同时 ，诗歌对一个人的阅读和写作
成长也具有启蒙意义 。 因为在读诗写诗
的过程中 ，学生可以获得准确表达的能
力和惜字如金的习惯 ，这是诗歌阅读和
写作最能够产生的即时效应 。

此外，哲学本就源于诗。 因此，我们带领
孩子去读诗写诗，其实就是在带领孩子读哲
学，写哲学，回到哲学的源头。

课程理念与目标

誗优雅德育： 用优雅的文化和艺术方
式做德育

誗全景德育：实现德育、文学、艺术和
社团四整合

誗培养慎独精神，提高自育能力（通过
声音与文字的艺术，实现自我对话、自我教
育和自我约束）

誗营造管理中的“共同话题”，提高管
理语言和方式的共鸣度

誗推动校园文化和社团自治， 促进学
生文化成长与可持续发展

誗培养选择、鉴赏、积淀经典文学作品
的能力，熏陶朗诵艺术

课程实施模式

时间：每天午休结束后、下午第一节课
前 5-8 分钟

地点：教室
方式：
1. 录音录影：午诵录音团师生配乐录

音、录影（1 首诗词）；
2. 统一推送：录音带全校广播统一推

送，录影带各班投影定时播放；
3. 诵读步骤： 学生利用午诵教材，跟

随录音录影带听诵、跟诵、齐诵。
学习数量 ：每周统一午诵 1 首诗词

（极 个 别 节 日 众 多 周 2 首 ），2015 全 年
47 首 （45 首为现当代新诗 ），自阅自赏
课程组推荐的经典诗词 171 首 、经典千
字文 99 篇 。 自赏课程组推荐的经典歌

曲 131 首 。
环节：
统一诵读：学生利用教材，通过广播或

视频在教室听诵、跟诵、齐诵；
读诗心得：针对统一诵读的作品，或整

个主题版块；
作品简析：统一午诵作品为必析作品，

经典荐赏诗词为选析作品；
名作推荐：针对每周午诵主题，向同学

推荐同类经典诗、文；
录音评分： 对当周录音的质量进行评

分，每班每周反馈；
活动建议：集思广益，对午诵课程活动

的具体环节设计进行建议；
荐作自习：除统一诵读诗词外，自习课

程组推荐的经典诗词和千字文；
班诵时间：全校性统一午诵之外，班级

组织班诵，深化效果；
静默笔端：必默统一午诵诗词，选默经

典荐赏诗词，会诵也会背；
小试牛刀：鼓励诵后诗歌创作，佳作校

刊发表、校内评奖、媒体推荐；
专题综感：阅读整个专题诗文、欣赏整

个专题歌曲的综合感受与收获。

课程内容

（一）经典诗词
1. 课程资源
《1916-2008经典新诗解读》、《中国现代

抒情小诗选》、《最美的诗歌》、《外国诗歌百篇
必读》、《一世珍藏的诗歌 200 首》、《朦胧诗经
典》、《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典导读》、《唐诗三百
首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

2. 选标与构成
以“易懂而有余味”和“诵而有味”为总

体标准，从 20 多本各类经典诗集近万首古
今中外名作中选出 218 首经典短诗词 （新
诗一般不超过 20 行）。其中，统一午诵诗词
47 首（45 首为现当代新诗），经典荐阅诗词
171 首。 现当代新诗 167 首，古现代古典诗
词 37 首，外国诗歌 14 首。

3. 内容维度
（1）规律性主题德育
如开学首周“收心、静心、奋发”，期中

期末大考“诚信考试”，大考结束后“客观析
长短，奋然而前行”，中高考周“祝福学长，
鞭策自我”等主题作品。

（2）主题性传统唤醒
如元旦、立春、春分、清明、立夏、夏至、

端午、中秋、秋分、重阳、立冬、冬至、腊八等
传统节气节日相应主题或相应节点的作
品，主题涉及惜时、善始、耕耘、祭祖、追思、
缅怀、敬老、怀乡、思亲、恋家等。

（3）社会性道德引领
政史主题：如国际和平日“反对战争，惜

护和平”，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铭记历
史，珍惜和平，奋发有为”，国际古迹遗址日
“沧海桑田，怀古思今”，毛泽东、周恩来、鲁
迅等伟人的诞辰或逝世周年 “感知伟大人
格”“思想是永恒的”， 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
“种族平等，人类平等”，载人空间飞行国际
日“会当凌绝顶，一览地球小”等主题作品。

伦理主题：如母亲节的母爱、父亲节的
父爱、教师节的教育等主题作品。

家国主题：如国际家庭日“热爱家庭，
亲爱家人”，国庆节“有国才有家，爱祖国，
爱人民”，香港、澳门回归纪念日“祖国统一
大发展”，青年节“珍惜美丽韶华，奋发为国
为民”，校庆 90 周年日“今天，我以学校为
荣；明天，母校以我为荣”等主题作品。

人性主题：如世界地球日“人类友爱，

理解万岁”，世界消除贫困日“富而悯然，贫
而奋然”，汶川地震哀悼日“缅怀逝者，热爱
生命，活着且行且珍惜”，世界动物日“众生
皆是生，人与物平等”，感恩节“饮水思源，
知恩图报”，世界环境日“敬畏自然，像山那
样思考”等主题作品。

人生主题：世界勤俭日“成由勤俭败由
奢，人生最美是耕耘”，国际盲人节“盲而志
坚，心是真眼”，世界残疾人日 “身残志不
残，精神有重量”，国际儿童节“童年一去不
复返，莫待老大徒伤悲”等主题作品。

（二）经典千字文
1. 课程资源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当代

文学作品选评》、《中国记忆（散文卷）》、《21
世纪散文典藏》、《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必
修）语文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

2. 选标与构成
以“精短、易懂、深刻、有味”为总体标

准，从十多本各类经典文集、数千篇中外名
作中选出 99 篇经典千字文 （一般不超过
2000 字）。 其中，外国千字文 14 篇。

3. 内容维度
基本与经典诗词一一对应。
（三）经典歌、曲
由课程组不断收集、 随时增补的经典

配诵轻音乐近百首。
与各周诵读主题一一对应的经典歌曲

131 首，大部分歌曲同时有对应的 MV，其
中流行歌曲 103 首，民族、美声歌曲 15 首，
儿歌 11 首，外文歌曲 2 首，供学生自赏与
班级主题团队活动、班主任德育工作应用。

（四）微阅读·经典语录
与每周午诵作品主题相应的“微阅读·

经典语录”，每周 5-10 句，同时每天在学
校门口大电子屏播放， 各班利用主题午诵
校本教材自由组织朗读。

（五）品牌社团“午诵录音团”
为落实课程的实施，配套建立一个 20

人左右的品牌社团———“午诵录音团”，配
备专业指导师，专职负责午诵录音、录影，
录音员分派各班， 在午诵时间对各班午诵
进行指导。

全体录音员定期参加诗歌鉴赏与朗
诵、录音艺术学习、培训活动，负责大型朗
诵节目排演，承担大型朗诵比赛任务。

优雅“午诵”
“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 ”浙江省温州市第四中学通过开设诗歌诵读课程，开展午

间诵读活动，引导学生从此开启崭新的阅读与写作人生。

□林甲景

课程图纸
十大初中校本课程候选案例

日期 主题 统一午诵诗词 经典诗词荐阅 经典千字文荐阅 经典歌曲荐赏

5.11-5.17

5.15 国际家庭日：家
是你我暖城堡， 一砖
一瓦用爱造。
期中考后： 客观析长
短，奋然而前行。

马俊华《回家》
顾城《我会像青草
一样呼吸》

刘大程《我要回家》、马非
《可以理解》、韦锦《用伤口
打人》、北野《马嚼夜草的
声音》、陈强《请不要改变
我的生长地》、吕行《伤痕》

艾妃《兄弟与弟
兄 的 另 一 种 诠
释》、冰心《小橘
灯》、张晓风《敬
畏生命》

潘美辰《我想有个家》、群
星《相亲相爱》、巫启贤《团
圆》、后弦《妹妹的钢琴》、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李
克勤《红日》、熊天平《火柴
天堂》、刘欢《从头再来》

5.18-5.24
5.19 汶川地震哀悼
日：缅怀逝者爱生命，
活着且行且珍惜。

北岸《妈妈，别哭，
我去了天堂》

苏善生《孩子，快抓紧妈妈
的手》、顾城《很久以来》、
海子《重建家园》

王忠智《来不及
绽放的蓓蕾》

韩红《天亮了》、群星《相信
爱》

5.25-5.31

中高考来临： 祝福献
学长，着眼自身。 承受
孤独能自律， 分秒必
争方无悔。

北野《一群麻雀翻
过高速公路》

辛笛 《寒冷遮不断春的
路》、曾卓《悬崖边的树》、
顾城《我耕耘》、阿斯图里
亚斯《母亲》、 莱蒙托夫
《帆》、里尔克《预感》

莫 言 《陪 考 一
日》、季栋梁《生
命的节日》

雷雨心《记·念》、 景岗山
《步步高》、4�in�love《一千
零一个愿望》、曹格《少年》

主题午诵课程主构（2015 年 5 月）

我们常常抱怨孩子不
愿上幼儿园，却从不思考
这究竟是为什么。 从熟悉
的家到陌生的幼儿园，从
熟悉的父母到陌生的老
师同学，习惯这个过程并
没那么容易，一点点的变
化就可能引发幼儿的恐惧
或欢喜。

日前， 北京市教委叫
停“幼小衔接”课程成为公
众关注的热点， 许多家长
和小学一年级的教师担
忧， 零基础的孩子能适应
学校的学习吗？ 教师和家
长又该怎么做呢？

编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