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FENGHUA DAILY
理论实践 2023年6月5日 星期一

责编：景小芳 版式：郑依蕾 校对：俞佳梨 电话：88585607

毛洁静

《纲要》中指出：教师是幼儿学习与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
者。因此，教师在开展课程时要结合幼儿的发展需要与兴趣，开展幼儿
生成活动。秉着充分尊重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传承家乡
文化的原则，我们开展了“葵宝年年糕”项目课程。

一、以幼儿兴趣为主，创造乡土环境
（一）创设相关游戏区提供支架
游戏是幼儿体验感受乡土文化的最佳途径，能让幼儿从中享受真

实体验，获得直接经验。因此，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开设了美食店的游戏
区，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体验用黏土制作年糕、贩卖年糕的过程，在一声
声的叫卖声中初步感受乡土文化的气息。我们通过环境布置，尽可能
地烘托出过年的气氛，让孩子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奉乡的年味。

（二）开设生活操作台支持体验
轻黏土的制作并不能完全满足孩子们的需求，因此，我们还开设了

生活操作台，提供实物让孩子们可以在洗一洗、切一切、煮一煮、尝一尝
中充分感受年糕的美味，体验制作年糕美食过程中劳动的快乐和成功
的喜悦。

二、以幼儿活动为主，给予乡味操作
（一）采访、记录、分享经验
活动前期，我们通过谈话、讨论、调查等方式了解孩子们的想法与

需求，共同制定年糕计划，根据孩子们的已有经验确立活动目标与重要
实施环节。幼儿根据自己选择的小组计划接下来自己要做的事，例如
向身边的人采访，并在采访过程中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记录，最终将自己
采访到的内容分享给同伴。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的经验得到了分享，
依据计划来做事也更有目标性。

（二）收集、实战、积累经验
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孩子们事先画好需要收集的材料单，用打勾的

方式记录哪些材料已收集，然后汇总。最后用统计的方式将收集到的
材料进行记录，以保证所收集到的材料能够满足活动的顺利开展和需
求。

在蒸年糕、打年糕、做年糕、切年糕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孩子们自主
分配角色及任务，有人烧火，有人设计年糕花纹，有人觉得自己力气大
可以扛动石锤来打年糕，也有人觉得蒸好的年糕太烫，需要有人来帮我
们。因此孩子们又纷纷制作邀请函，邀请保安叔叔和保育老师来帮
忙。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们不断积累制作年糕的经验，了解年糕制作的
全过程，体验乡味情怀。

（三）观察、比较、反思经验
制作好的年糕显然与平时售卖的年糕外形是不同的，在品尝的时

候口味也有所不同，孩子们发现平时售卖的年糕吃起来更软糯，口感更
好，而自己制作的年糕热的时候还能吃，等凉下来后特别硬，用切年糕
机也切不动，哪怕是煮过后吃起来的口感也是有些粉粉的、糙糙的，不
似售卖的年糕味道好。反复比较、问询后，发现年糕制作的时候糯米和
粳米的比例有所不同，售卖的年糕经过机器的反复捶打、压实就会更有
弹性，手工年糕在捶打过程中需要人们自主控制力量，时间久了会累，
因此效果也会有所不同。还有一个差异是速度，手工年糕要求速度要
快，在捶打好的年糕还没冷却的情况下快速地揉搓造型，这样才能像售卖的年糕那么光滑。

在晒年糕时发现了因为年糕的厚度不同，所以需要晒制的时间也不同。薄一点的年糕
片只需要一天；而比较厚的年糕片，则需要两三天；特别厚的年糕片，则需要晒制五六天；在
炒年糕时发现越炒越重了、年糕片出炉后薄片味道是苦的，而厚的年糕片的味道还差点什
么，根本不脆等。孩子们经过反思、找资料、询问等途径，再一次对年糕的制作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

三、以幼儿表达为主，关注乡情体验
（一）感悟储存年糕智慧
制作好的年糕一下子吃不完，储存成了一个问题。孩子们通过走访，将浸泡年糕的方法

记录下来，与同伴分享后一一进行尝试。
浸泡可是有讲究的，制作好的年糕不能马上浸泡，也不能晾晒，而是将年糕码起来放在

阴凉处风干表面，大概一周左右再将年糕一条一条分开来继续在阴凉处风干。再风干一周
左右就可以将年糕放在水里浸泡了。浸泡的时候也有讲究，水需要没过年糕，浸泡的水一周
需要换一次。在一次一次的尝试中，孩子们发现奉化人的智慧真是太赞了。我们在第一次
浸泡的时候年糕没有风干，而是选择了晾晒，结果年糕都开裂了；第二次风干的时间不够，浸
泡的年糕都起糊了，浸泡年糕的水白白的一层，取出来的年糕表面有滑滑的粉质一样的东
西。寒假期间，因为没有沟通好请值班老师或门卫叔叔去更换浸泡年糕的水，结果在开学回
来的时候发现年糕水的表面浮了一层变质的霉菌。

年糕可以一直浸泡在水里吗？当然不是。但这样的方式可以坚持到来年的春天，而这
足够以前的人们解决冬天食物缺乏的窘境。在浸泡年糕过程中，孩子们感悟着奉化人的智
慧。

（二）分享感受年味氛围
聪明的奉化人将年糕制作成了各种美食，孩子们了解后，赶紧向家长收集各种制作年糕

的美食的方法，有些还将年糕美食在家里做好带来和同伴分享。根据孩子们的意愿，我们向
园部提出申请，想要组织一次年糕美食分享会，同时让孩子们充分感受过年的氛围。孩子们
纷纷画下自己想要制作年糕美食的意愿单，请家长帮忙在活动当天制作美食。由于疫情的
关系，最终我们的活动以摊位的形式展开，每班组建一个年糕美食的摊位，一名老师和两名
幼儿充当摊主，吆喝每名幼儿来品尝自己家的年糕美食。孩子们手中则有一张品尝卡，可以
选择品尝自己最喜欢的5种年糕美食，每品尝一种摊主就会为其敲一个章，这样既保护了孩
子们的胃，又让年糕美食得到了分享。在这样摆店铺逛摊的形式中，孩子们又充分感受到了
过年热闹的氛围。

（三）萌发爱乡传递想法
如此美味仅仅身边的人分享肯定也是不够的，在得知何妈妈远在北方的朋友从未吃到

过如此美味的时候，孩子们想到了要将年糕美食跟远方的小伙伴分享。如何快递？如何包
装？地址在哪儿？活动进行到这里，我们又出现了一些小难题，但这根本难不倒我们的小朋
友。依依的妈妈刚好在邮政公司上班，我们邀请她来为孩子们讲解快递的步骤，并向何妈妈
询问快递地址，再为远方的朋友包装年糕干、设计心意卡。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感受着
浓浓的爱意传递。特别是当我们收到远方客人“吃到了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年糕干感觉味道
特别好，感受到了奉化人的热情，心里觉得暖暖的”的回馈的时候，班里的小朋友都为之欢呼
起来，孩子们的情感也得到了升华。

在“葵宝年年糕”项目活动中，课程就是来源于孩子们的生活，以孩子为主体，在一次次
的发现、体验、感受、挑战等过程中引发新课程，在一系列活动中感受奉化年糕的独特风味、
奉化人民的热情似火，从而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

作者系奉化区锦屏街道城南幼儿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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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桁

奉化区位于浙江省东部沿
海、宁波市南部，拥有较为丰富
的侨界资源，全区有海外奉籍
华侨华人、港澳同胞4.24万人，
其中华侨华人 18294人，港澳
同胞 21689人，归国留学人员
3000余人，留学人员家属9000
余人。近年来，奉化区紧紧围
绕“党建引侨、窗口亮侨、活动
聚侨、服务暖侨”的工作思路，
由点及面，积极拓展组织网络，
从不同侨界群众特点及需求入
手，倾力打造以“新侨驿站”“基
层侨联”“侨胞之家”“海联驿
站”为主体的“新老内外”四大
平台，广泛凝聚侨心侨力，助
力地区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
富裕进程。近5年来，全区引
入侨商落地项目8个，引进海
外高层次人才 35名，开展共
富项目 19 个，募集公益捐赠
2200万元。

一、以“新侨驿站”为平台，
汇聚新侨人才

一是锚定集聚区建阵地。
加强与产业平台沟通合作，在
新侨聚集的人才之家、孵化平
台、高新园区等主要场所组建
新侨组织，广泛吸纳有海归创
业背景和专业技能的新侨人士
进驻。截至目前，全区已组建
凤麓新材料加速器、瑞凌新能
源等 8家横跨园区、企业和服
务平台的“新侨驿站”，吸纳新
侨人士 103名，成为新侨在奉
化生活干事创业的落脚点、根
据地、加油站、聚宝盆。二是量
身订制活动汇资源。根据新侨
人士特点及企业需求，策划举
办中秋沙龙、水蜜桃品鉴会等

特色活动，开展新侨企业交流
分享、投融资对接、政策超市导
引等服务，用足用活各级资源
政策，以侨为桥，汇聚人心资
源。自“新侨驿站”成立以来，
共助力引进市“3315计划”团
队6个、“凤麓英才”计划人才6
名。三是承接社会责任亮“窗
口”。以“新侨驿站”为中心，开
展“我为侨企献一策·我为平台
破难题”活动，为助力企业、平
台技术攻关、产品研发献计献
策57条。组织开展“侨助乡村
振兴”结对、“侨暖困难群众”公
益行等活动，引导新侨人士成
为建设共同富裕的支持者和贡
献者。

二、以“基层侨联”为抓手，
巩固老侨资源

一是建实基层网络。组建
基层侨联“六大员”组织架构，
由各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
记任“指导员”、宣统委员任“组
织员”、侨联主席任“操作员”、
侨联委员任“联络员”、侨联干
部任“工作员”、侨界志愿者任

“信息员”，凝聚各方力量，确保
“有人办事、有章理事、有钱办
事”，目前已实现镇（街道）侨
联组织全覆盖。二是开展示范
互学。加大示范创建力度，定
期召开经验分享交流会，通过
听、看、说，促进基层侨联互
相学习借鉴，切实推进基层侨
联规范化建设，着力开展示范
侨联创建活动，引领基层侨联
从“五有”到“五好”提升，涌现
了岳林、锦屏、溪口等省市先
进侨联集体、示范基层侨联和
一批“最美侨联人”。三是规范
工作机制。对标“六个一”，制
定基层侨联管理制度、活动制

度、困难归侨侨胞帮扶制度、工
作年度例会制度、归侨侨眷来
访接待制度、定期走访慰问制
度等，并抓好贯彻落实，让基
层侨联成为谋划活动、开展工
作、团结侨界群众的重要平台
和抓手。

三、以“侨胞之家”为载体，
内化建家理念

一是贴合需求导向。结合
地方特色和侨胞需求，各地“侨
胞之家”均以轻松温馨为设计
基调，充分融入“建家”理念，在
环境布置上体现侨胞“想家、回
家、恋家”的情感诉求。如位于
岳林街道山丘汇党建综合体和
秀水社区的“侨胞之家”，结合
已有资源和特色，开设了“侨之
家”活动室，冠以“侨国粹、侨之
声、侨香、侨音、侨书法”等元
素，并积极打好“法律、文艺、医
疗、志愿、宣传”5张服务牌，为
辖区侨胞提供温馨的港湾。二
是整合多方资源。因地制宜、
借势借力，整合基层党群活动
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产
业园区等，创建挂牌 20个“一
地一品”特色鲜明的“侨胞之
家”，并定期开展侨界活动。例
如锦屏街道立足何仁善弥勒文
化工作室，以中华传统文化研
究传播为主线创建“侨胞之
家”，助力弥勒文化海外传播和
佛教名山建设；岳林街道依托
岳林城市书房，建立岳林书香

“侨胞之家”，充分运用侨界人
士读书活动，让“书香侨联”的
概念在侨界人士心中深深扎根
等。三是突出爱国传承。建立

“党建带侨建、侨建促党建”工
作机制，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习、“七一”讲话学习、主题党

日活动、党史专题学习会等活
动，引导侨界群众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通过“三下乡”活
动，进一步落实党员联系归侨
侨眷及扶贫户制度，让归侨侨
眷感受党的关怀和温暖，加深
对党的热爱。

四、以“海联驿站”为纽带，
外聚重点侨团

一是深化海外联谊。依托
在外的奉化知名侨领、重要侨
企及商会人士陆续建站，逐步
建立区侨联与海内外国家和地
区重点侨团的紧密联系，有效
整合海内外侨务资源。截至目
前，已在美国、德国、日本、加拿
大和澳大利亚组建了 5家“海
联驿站”，吸纳成员36名，海外
基层侨联工作平台建设步伐进
一步加快。二是加快人才招
引。召开海外工程师座谈会，
发挥智囊团、专家库的作用，依
托多学科、多行业、高智能的群
体优势，以亲情、乡情、友情为
纽带，积极开展联谊、调研、学
术讨论、志愿服务等活动，加快
形成区高层次人才板块。三是
促进经贸交流。“海联驿站”积
极发挥区域内侨团侨领人脉、
亲情、产业优势，加大高新项目
对接，在文化传播、康体旅游、
人才回归、项目招商方面取得
成效。面对严峻复杂的外贸形
势，成立柬埔寨侨商宁波（奉
化）经贸联络处和东南亚宁波
奉化华侨联合会，促成本地一
批劳动密集型企业赴东南亚下
订单、建基地，合作共赢模式正
在形成和推广。

作者系奉化区委统战部侨
联秘书长

凝聚侨心侨力 携手同心奋斗
——奉化区侨联纵深打造“新老内外”四大平台

王维娟

我国著名幼儿教育专家陈
鹤琴曾说过：“小孩子是生来好
动的，以游戏为生命的。游戏
之于儿童丝毫不亚于母乳，游
戏之于儿童如同生命一样重
要。”游戏最符合幼儿的年龄特
征，最为幼儿喜爱，最能调动幼
儿的积极性，游戏对幼儿的身
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
在当前幼儿园语言教学活动
中，存在游戏过于模式化、缺少
创新，幼儿语言游戏教学的渗
透不充分，游戏不能完全满足
幼儿语言学习的需求等问题。

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中，明确了“游戏作为
幼儿园基本活动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幼儿园将游戏融入学
前语言教学活动中，以游戏为
教育手段，可以激发幼儿参与
语言教学活动的愿望与需求，
能够增强语言教学的趣味性，
提升幼儿的学习兴趣，促进幼
儿语言能力的发展。

一、概念界定
（一）游戏
不同的研究领域对“游戏”

一词有着不同的定义，刘焱认
为游戏是幼儿与周围环境相互
作用的基本形式。作为“人的
活动”，幼儿的游戏活动具有对
象性、社会性、主体性和发展性
等人类活动的一般特性。黄人
颂指出，游戏是一种自主、自
由、能动的主体性活动，要尊重
幼儿的游戏意愿，给儿童充分
的自由，以最少的干预、最多的
欣赏来支持幼儿游戏，实现幼
儿快乐、自主、适宜、有效的成
长和发展。

综合以上游戏的相关概
念，本文所研究的游戏是指在
教育背景中的幼儿游戏。教师
有计划、有目的地在教育教学
过程中为达到教学目标所使用
的方法手段和呈现的教育活动

形式。
（二）绘本教学活动
台湾学者邱翠珊认为，绘

本教学活动是指让幼儿从丰富
多彩的图画及简单的文字中理
解故事内容，领会其中传达的
知识与道理，达到某一特定的
教育目的。另外，台湾研究人
员蔡凤也提到，绘本教学是指
运用绘本图文并茂的特征，吸
引幼儿阅读兴趣，让幼儿从图
画书中了解故事内容，通过与
教师、家长及同伴的互动，了解
其意义。

本研究中的绘本教学活动
是指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
织开展的，以促进幼儿能力发
展为主要目的的集体教学活
动。

二、游戏在幼儿园绘本阅
读活动中运用的问题

（一）游戏中忽略对幼儿语
言表达能力的训练

3到 6岁的儿童正处于语
言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口头交
流能力的培养是儿童语言学习
的重中之重。孩子们需要学习
不断聆听和理解交流者的语
言，并在不同的互动交流情况
下通过语言表达他们的思想。

绘本阅读活动中的游戏，
有助于培养幼儿语言表达能
力。通过游戏，孩子们在给定
主题上常常有不同的看法，教
师有意识地引导他们适当地交
流和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是
孩子们需要逐步学习的一种经
验。

（二）幼儿的主体作用在游
戏中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幼儿不仅是教学活动的主
体，也应该是游戏的主体，同时
还要注意幼儿的全员参与。首
先，在绘本阅读活动的过程中，
教师无论选择哪种游戏类型，
一般而言，担当角色的幼儿毕
竟数量有限，那么其余的幼儿
事实上就成了“观众”，他们在

心理上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定
位的。如果老师能赋予场上场
下所有幼儿以明确的任务和要
求，这个游戏就可能事半功
倍。在引导幼儿参与到游戏中
时，出现了只有个别的幼儿能
真正参与到游戏中，导致幼儿
对游戏的参与兴趣降低，这种
情况在幼儿园中普遍存在。其
次，游戏过程中幼儿应该是主
导者，而教师只是作为一个引
领者，不应该对幼儿的游戏过
程干涉过多。对幼儿来说，游
戏是其自我价值的体现，幼儿
可以在游戏中任意表达自我，
而部分教师在幼儿游戏的过程
中干涉过多，容易阻碍幼儿的
自我表达和自我展现。

教师在组织幼儿游戏的过
程中应当尊重以幼儿主体。教
师不能以自己的情感价值，作
为幼儿游戏中的情感价值判
断。教师应当站在幼儿的角
度，寻找幼儿的游戏需求和游
戏情感体验。

三、幼儿园绘本阅读活动
中游戏辅助教学的改进策略

（一）提高教师对游戏的认
识

理性认识游戏教学手段，
处理好游戏与绘本教学的关
系，有效使用游戏教学，能使绘
本教学活动效果达到最佳。

游戏教学并不是时时刻刻
处处都宜采用，在绘本教学活
动中，它的最佳效果应是根据
绘本内容和教学目标，再佐以
知彼知己，才能游刃有余，发挥
它应有的作用，而不要为了使
用游戏而使用。

游戏的使用应旨在实现绘
本教学的最终活动的目标，应
避免重绘本教学效果而轻游戏
过程的现象。这些游戏是用来
为绘本教学服务的，应该根据
教学的目的和内容来设计游
戏。在游戏的应用中，以绘本
教学为基础，既要根据教学内

容进行优化设计，又要以表达
的形式遵守儿童的认知规律，
激发儿童的兴趣，以儿童为对
象和主体，以游戏为主要内容，
设计具有娱乐性的活动，引导
孩子自主有序地开展绘本教学
活动，培养孩子的自主意识和
合作沟通能力，在轻松愉快的
环境中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二）加强对幼儿的语言表
达能力训练

教师指导要充分，过程掌
控适时恰当。以幼儿为主体的
游戏过程，失控在所难免；幼儿
的心里装着故事，有可能忽视
了其他。教师事先要有一定的
引导训练和强调，在游戏的运
用中，要根据绘本和语言训练
目标，短游戏、小环节，都可以
是讲述的环境，都能对幼儿进
行语言训练。针对语言目标和
幼儿特点，对游戏进行设计时，
充分考虑到幼儿在发展水平、
能力、经验、学习方式等方面的
个体差异，因人施教，努力使每
一个幼儿都得到满足和成功。

充分利用传统手段，比如
绘本阅读活动中的在理解中讲
述、在畅想中讲述、在情境中讲
述、在体验中讲述，这些手段都
可以移植到游戏中。许多传统
的语言训练方法，同样对幼儿
的语言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教
师可以自编游戏，只需要给孩
子一个场景环境对象，比如生
日、在超市，面对最亲近的人、
最喜欢的东西，比如讲故事、接
龙、传话、夸夸它，都能很有效
地训练孩子们的语言。

游戏不仅是绘本教学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
的教学方法。通过游戏的开
展，有助于提高绘本教学效果，
发展幼儿语言表达能力，激发
幼儿参与绘本教学游戏活动的
兴趣。

作者系奉化区第四实验幼
儿园教师

游戏在绘本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以学铸魂，就是要做好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化、内化、
转化工作，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
之舵。

——习近平2023年4月10日至13日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