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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年，老师们课程理念更新了，课堂
变得生动有效了。

如今，20位专任教师中，走出了一位县
名师、3名县学科骨干，5名教坛新秀，还为
其他乡镇输送了一位园长、2位业务园长。该
园“田园日记”主题美术活动的实践探索获
宁波市 2016 年度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
奖。“圈圈乐”创艺作品三次获教育部组织的
国家级大奖，并被省教育厅编入幼儿园游戏
资源丛书《幼儿园自制教玩具和游戏》。“百
变玉米龙”在教育部举行的2018“张骞杯”
全国幼儿园优秀自制教玩具展评活动中获
得优秀作品一等奖。

课程研究的诸多成果，让这所地处农村的

幼儿园有了办园特色，有了名气，也吸引了部
分老师、学生家长慕名而来。嘉嘉的父母都在
宁波市区工作，爸爸是一名律师，但嘉嘉的爸
爸选择把他送到越溪乡中心幼儿园。

为什么会把孩子送回乡下读书？嘉嘉爸
爸回答：“很幸运我的家乡有一所这样的幼
儿园，我很认可这里的教育理念，希望孩子
能享受乡村田野间的乐趣。事实也证明，我
们的决定没有错。孩子非常喜欢在这里上
学，就连节假日都想来幼儿园。”

该园骨干教师张安娜笑呵呵地说：“我
比较喜欢创作，农村的自然资源多，特别有
利于我的教学想法。我很享受在这里的教学
生活，现在我的孩子也在这里上学。”

在市区工作的律师爸爸
为啥把孩子送到农村上学？
宁海这所幼儿园让孩子在“自然教育”中成长

在宁海县越溪
乡，有一所看似其
貌不扬的农村幼儿
园，开发出了一系
列让全县幼儿家长
羡 慕 的“ 田 园 课
程”，并在2020年12
月被评上省一级幼
儿园。它就是宁海
县越溪乡中心幼儿
园。

在 这 所 只 有
175 名学生的幼儿
园里，每天有 45 分
钟的果蔬特色区域
活动，每周一小时
的植趣生态体验活
动，每季一周的果
蔬收获实践活动，
每学期一次的美食
节……丰富的乡土
园本课程不仅让不
少孩子天天吵着要
去上学，甚至吸引
了住在宁波市区的
家长，坚持要把孩
子送到这里。近日，
记者走进这所幼儿
园，看看到底有什
么“魔法”。

从外面看，这是一栋普普通通的4层楼
校舍，但走进里面，发现别有一番天地。用沙
池、土坡、溪石、菜园搭建的微田园，用玉米
叶、树枝、稻草、丝瓜等自然物创设的展示
廊,每一个角落、每一处细节，都流淌着诗意
田园的气息。该园副园长徐丹丹介绍说：“这
些墙上、走廊上展示的作品，都是由老师和
孩子们在田园课程中亲手创作的。”

来到二楼的“木玩坊”，十几个孩子正在
工作台上敲敲打打，防护手套、护目镜、围
裙、袖套等装备上身，有的正在看自己绘制
的设计图，有的在材料区寻找自己需要的工
具，俨然像个小木匠。在半成品区、成品区，
则展示着孩子们制作的汽车、飞机、坦克等
作品。

在隔壁的教室里，还有“果玩坊”“石玩
坊”“草玩坊”，在每周一次的野趣四玩课程

上，孩子们都可以来到这里，进行自由创作。
“幼儿上了中班后，有了一定的动手能力。这
个课程是持续性的，每批孩子在一个月内，
分四次课程完成一件完整的作品。”徐丹丹
说，为了提供“有深度、能落地”的课程支持，
顺应植物生长、四季轮回的自然规律，师生
们就地取材，在幼儿园的农场开辟了四季菜
园，种植春豆、夏瓜、秋果、冬菜，并将收获的
农作物作为课程资源。

孩子们可以采摘豆子、蔬菜来做艺术拼
盘，用玉米叶、丝瓜藤制作成创意十足的各
种小动物，山里捡来的木头敲敲打打变成了
玩具车，在这些课程中，孩子们学会了与花
草果蔬互动，与沙土泥石对话。孩子们在快
乐而真实的乡土体验中交流感知，快乐创
作，学会了爱护植物、呵护生命，随处可见的
原创作品虽显稚嫩，却每每让人惊喜。

其实，越溪乡中心幼儿园在成立时设施
设备较为落后，课程按照省编课程依葫芦画
瓢，没有完善的园本课程。“更苦恼的是每次
招聘老师，大家都不愿意来，一开始只有三
个在编教师。真是困难重重。”回想幼儿园初
创时的情况，园长蔡金素老师感慨万千。

越溪乡中心幼儿园创办于2009年，蔡
金素老师就是在那一年从县城来到越溪乡
的。那时候，课程千篇一律、办学没有特色，
幼儿园缺乏吸引力……“痛定思痛之后，我
们决定推进课程改革，以课程改革推进教师
和学生家长育人理念的转变。”看着校园前
的那片田野，一颗“自然教育”的种子在蔡金
素的心中悄然萌芽，“既然是农村幼儿园，那
就就地取材，研究田园课程吧！”

优秀的课程背后需要专家的指导，课改
之路也离不开专业的引领。2017年6月，越
溪乡中心幼儿园迎来县绩效考核检查，很幸
运得到了市名师专家的现场指导，为该园
《田园课程》的二次课改指明了方向。

蔡金素说：“专家在对我们田园课程给
予极大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过于零散的问
题，建议依托省编教材的拐杖，多元整合，有
效梳理。”之后，该园开始探索以一年四季串
联每个主题的种植、美食、创艺课程。为了提
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该园多次组织教师
到杭州、无锡等地的特色幼儿园学习培训，
要求老师做到“心中有儿童，眼中有资源”，
满足儿童到真实情境中学习探索的需求。现
在，不少孩子天天吵着要来上学。

巧取自然资源 深挖“田园课程”

从老师不愿意来 到孩子天天吵着要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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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深入推进幼儿
园课程改革的今天，如何以
儿 童 的 视 角 生 成 和 开 展 课
程？如何让儿童成为课程创
生和实践的主人？在宁海县
越溪乡中心幼儿园“田园课
程”的探索中我们可以找到
一定的答案。

概而言之，即课程建设
中的“三成三问”方式：

其 一 ，课 程 内 容 的“ 生
成”起源于儿童兴趣。无论是
果蔬农场采摘，还是创艺蔬
果画的开展，皆源自于幼儿
本真的兴趣和需要。而此种
兴趣的激发和延伸，则需要
教师的“三问”支持，即：孩子
们喜欢些什么？孩子们想玩
些什么？教师们能做些什么？

其 二 ，课 程 路 径 的“ 形
成”有赖于儿童行动。作为

“田园课程”主要载体，野趣
四玩是其核心抓手，“木玩
坊”、“果玩坊”、“石玩坊”、

“草玩坊”创意和实施，皆有
赖于幼儿的想法和做法。而
此种想法和做法的深化，也
需要教师的“三问”支持，即：
孩子们喜欢的学习方式是什
么？孩子们还想玩些什么？孩
子 们 需 要 得 到 的 帮 助 是 什
么？

其 三 ，课 程 开 展 的“ 成
效”呈现于儿童表现。“田园
课程”之所以得到教师和家
长们的认可，其核心在于课
程的成效看得见，儿童的成
长看得见。在此过程中也需
要教师的“三问”支持，即：孩
子们哪些能力得到了锻炼？
孩子们获得了哪些经验？孩
子 们 收 获 了 哪 些 良 好 的 品
质？并以多样化的方式予以
呈现和展示。

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
“静待花开”，助力儿童成长！

宁波市教科所
学前教育研究室主任
北师大学前教育博士
余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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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阅兵
主题活动，孩
子们制作的南
瓜坦克。
通讯员供图

孩子们在野趣四玩课程中自由创作。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