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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学期不定期更换作品

“麦编”是当地民间广泛流行的一种手工艺品，
从小就熟练掌握这门技艺的宋云淼带动全园一起
学习。“麦秆作为常见的农作物，浸水后柔软且不易
折断，适合幼儿操作。幼儿园从创、寻、习、展四方面
入手，开展一系列活动，让孩子们成为小匠人。”宋
云淼说。

该幼儿园利用一块2亩多的种植园地，建设户
外麦秆寨，孩子们可以在其中看着大麦的发芽、分
蘖、拔节、抽穗，也可以邀请爸爸妈妈来园一起进行
体验创作，进行各类大型的活动。

如今，走廊内都是麦编达人、剪纸艺人、扎染
及陶艺高手的作品，随处可见的“艺”萦绕着这
所幼儿园。

实践中爱上民艺爱上劳动

低塘当地有个习俗，出嫁后第一年端午节媳妇
回娘家，要带回一把自己亲手做的麦编扇子，表达
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因此，这把扇子在当地有一个
诗情画意的别名，叫望夏扇。

上大班的涵涵一边打开扇面给大家看，一边骄
傲地说：“这是我奶奶做的！她可厉害了！”因为小朋
友们都很好奇，扇子是怎么编织出来的，后来涵涵
奶奶被请到幼儿园，给大家上了一堂手工课。鼠、
牛、虎、兔……依照十二生肖顺序排列，涵涵奶奶现
场制作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这种开心互动
的方式，让孩子们兴趣十足，更有兴趣研究制作。

“有时我们看来，劳动教育琐碎，但在孩子那
里，这却是体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形式。”宋云淼说，
经过几年的实践，孩子们一边学习传统技艺，一边
养成“独立主动”的劳动观念，试着自己穿衣服、鞋
袜，自己背书包、上下楼梯，帮助老师擦桌子、分碗、
分调羹等等。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体现了在幼儿
园和家长共同努力下，孩子们由此习得了更多的劳
动技能，进一步促进德、智、体、美、劳等多方面的发
展。

将“舜耕”课程渗入幼儿的劳动教育
培养孩子从“被动地要我做”变成“主动地我要做”

萌娃成了民间传统手工小匠人

幼儿因年龄小，在自理时会碰到不
少实际困难，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代替
孩子去做。那么，幼儿劳动教育，有没有
这个必要？相关话题一度在各大论坛上
引发讨论。

余姚市低塘街道实验幼儿园在实
践中摸索五年，形成《旨在幼儿劳动素
养培育的“舜耕”课程行动研究》。这一
特色教育，通过幼儿园、家庭以及社会
资源的整合，让幼儿在直接感知、实际
操作和亲身体验中获取经验，在劳动中
淬炼成长，从“被动地要我做”转换到

“主动地我要做”，至今已惠及上千名孩
子，赢得家长、社会认可。

2017 年，浙江省教育厅发布实施
《关于全面推进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指
导意见》，为我们吹响了全面提升幼
儿园教育质量的号角。课程是教育的
核心，加快提升幼儿园课程质量是摆
在所有幼儿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
命题。

低塘街道实验幼儿园以科研引
领课程改革作出有益的尝试，经过五
年摸索，打造“舜耕”特色课程，课程
理念先进，课程体系较为完整，实施
路径清晰，课程实效赢得家长、社会
的认可。学校从园本实际出发，整合
幼儿园、家庭以及社会资源，充分利
用当地麦编、剪纸、扎染、土布等民间
手艺资源，结合幼儿生活与年龄实
际，以劳动体验为主线，逐步构建起

“舜耕”课程体系，遵循“儿童发展为
本”的课程定位，体现了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老根——“虞舜文化”的传
承与发扬，响应习总书记对劳动教育
重要指示的时代召唤。

培育“独立主动”的劳动观念是
“舜耕”课程价值的突出亮点。通过“手
动、口动、心动”，让幼儿在“得、学、习、
享”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劳动的艰辛、劳
动的快乐，在劳动中淬炼成长，改变家
长包办代替的劳动现象和劳动观念，
正确的劳动观念，良好的劳动习惯，必
将有助幼儿一生健康成长。

将民间手艺融入劳动教育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劳动教育
对孩子成长有积极意义。然而，什么时候开始
培养，该如何参与，各方看法都不一样。”宋云
淼是余姚市低塘街道实验幼儿园园长，在幼
教岗位中呆了二十多年。

她注意到，起床自己穿衣穿鞋还是由父
母帮穿，自己洗脸还是父母帮洗……类似的
生活小细节，幼儿因不懂程序和方法，自理时
需要花很长时间，一些家长会选择帮孩子处
理，觉得都是“小问题”。

“但在幼儿的眼中，劳动就像游戏一样，
存在于一日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试着
在环境、日常生活和游戏中培养孩子的劳动
兴趣、提升孩子的劳动技能。”宋云淼说。

余姚存在着绚丽多彩的民间手艺资源，
比较著名的有麦秆编（也称“麦编”）、剪纸、扎
染、土布等，同时低塘街道又是传说中“舜”耕
作过的地方，有着“茅湖遗址”“虞舜纪念馆”
等文化资源，何不将这些利用起来？

在充分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宋云淼带领
该幼儿园老师们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幼儿
的年龄特征，2015年起开展“民间手艺”教
学活动的探索研究，4年后打造出“舜耕”课
程体系。

分年龄段制定教学方案

民间手艺究竟要给孩子带去什么？小中
大班的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分为几个阶
段开展教学活动？针对这些，幼儿园邀请多位
学前教育专家“把舵”。

在专家们的引领下，“舜耕”课程体系从
幼儿的“手动、口动、心动”出发，围绕“真操
作、乐表达、美体验”这三组关键词，制定民间
艺术在小中大年龄段的分阶段实施的方案。

以扎染为例：小班孩子能利用多种材料
进行滴染、喷染；中班孩子能利用橡皮筋等工
具扎结，独立完成扎染作品；大班孩子能够利
用夹缬、缠绕、缝针、抓折的方法进行多色扎
染，尝试将染布块加工成艺术品，实现层层递
进的劳作能力。

相比传统的操作工具，幼儿园还结合小
朋友的年龄特征，注入新鲜的“用具”。缝针、
用线捆扎在扎染中经常要用到，而针线对于
中小班幼儿来说极具难度的，考虑到安全和
美观性，老师们提供软电线、扭扭棒、粗细不
等的橡皮筋，用于幼儿的扎花，以物代物，促
进幼儿的学习的积极性。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樊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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