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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夏“拄蛋”，极佳的教育生长点
生长教育是以关注生命生长为

价值取向的教育。教育者尊重每一
位儿童的个性，提供丰富的教育路
径，让其内在潜力得到自由、充分的
发挥与发展。其基本路径为：发现生
长点；搭建生长平台；增强生长力。

在生长教育看来，“立夏拄蛋”
其实是一个极佳的教育生长点，至
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教育资源丰富
教育资源在低龄儿童学习中的

作用非常关键，这是因为此阶段儿
童尚处在具象学习阶段，需要通过
操作去了解客观世界，获得探究的
能力、方法。毋庸置疑，立夏当日各
家各户自发提供的各种蛋，就是最
好的教育资源。具体体现在，数量充
沛：每位幼儿至少一枚甚至有人是
多枚。材质多元：提供的蛋种类、大
小、颜色、名称等不同。

（二）教育时间的确定
资源丰富且此资源出现的时间

确定，这是课程能够得以开展的重
要保证，因为这意味着教育者能够
提前就这些可能出现的教育资源进
行周密的思考。在立夏来临前一两
周，就可以围绕“拄蛋”游戏，教研组
有目的的计划；教师和幼儿提前讨
论、调查；幼儿园有准备的支持等
等。

（三）参与人群的广泛
教育历来倡导形成协同教育的

大环境，但要落地并不容易，表现在

参与教育的主体基本为幼儿和教
师，其他参与者存在“有心无力，有
力无心”的现象。但在“立夏拄蛋”这
场狂欢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人因

“拄蛋”而自发参与到教育中，且从
中贡献力量。除儿童、教师外，还包
括：家庭成员，负责寻找坚实的蛋，
分享煮蛋秘方，制作各种独特蛋套；
媒体记者，每年都可看到各大媒体
对幼儿园、学校“拄蛋”活动的宣传。
手工制作者，通过各种微视频传授
编织蛋套等。

立夏，宁波历来有深受儿童喜欢的“拄蛋”游戏。所谓拄蛋，就是两人各握一枚熟

蛋，用蛋尖部分对顶，不破者赢。为此各家需要在立夏前一晚，用茶叶及各种调料煮蛋，

再编织一个蛋套，既可保护蛋又方便孩子携带。立夏当日，孩子们脖子上挂着五颜六色

的蛋套入园。在教师组织下，展开轰轰烈烈的“拄蛋”比赛，最终会产生班级、园（校）级

蛋王。随着经济发展，游戏中的蛋也从早期单一的鸡蛋、鸭蛋，演变到如今越加丰富的

鹅蛋、鸵鸟蛋、鸸鹋蛋等等。于是每年立夏，各大幼儿园、学校都如狂欢日，媒体也广泛

报道。卷入“拄蛋”游戏的不仅有幼儿、学生、老师，还包括背后的家长们、媒体。

然而，在这样各家各户、年年卷入的活动中，教育能仅仅满足“谁是蛋王”吗？

二、立夏“拄蛋”，可留下的生长力
只有教育生长点，却没有懂得

搭建教育生长平台的教育者，这些
可贵的生长点其实转瞬即逝。一年
又一年的校园“拄蛋”游戏，教育到
底让它留下了什么？这是值得我们
每个教育者思考的。我认为只要具
备有张力的教育生长意识，一年一
度轰轰烈烈的“拄蛋”至少可以留
下：

（一）儿童的生长力
“拄蛋是拄蛋”与“拄蛋是教

育”，这就是非教育专业人士和教育
专业人士的区别。

如果“拄蛋是拄蛋”，那么它就
是一种快乐、自发的民间游戏，即没
有教育者参与，“拄蛋”游戏也存在。
只有当“拄蛋是教育”时，教师对“拄
蛋”活动的组织才有了意义。那么

“拄蛋”中蕴含哪些教育价值？
1.指向科学：为什么同样是蛋破

裂时间不同？当我们和儿童一起从
比赛的快乐中退出时，我们会发现
这其实有很多和科学探究相关之
处：蛋的材质不同，握蛋方式不同，
发力点不同等等。为什么用蛋套？保
护的作用。如果再追问，还有什么保
护蛋的办法？我们会发现生活中有
很多可以保护蛋的材料，甚至同种
材料用不同方法去包裹蛋其保护作
用不同。那么“拄蛋”后，各种被奇奇
怪怪事物包裹的蛋从桌子上、从一
楼、二楼、三楼往下抛时，这就变成
了一场全校师生参与的科学盛宴。

2.指向艺术：各种蛋套怎么编？
打结的方式只有一种吗？小年龄儿
童不会打结，可以用毛茛条拧吗？用
彩色线条编会如何？只用黑白线编

会如何？蛋套上的孔洞大会如何？大
小不一会如何？能编出一个套住我
自己的蛋套吗？只要鼓励、放手让儿
童去尝试、探索，最终呈现的或许是
一场独特的“蛋套艺术展”。

3.指向生活：每家煮的蛋的气味
为什么不一样？什么是香料？各种各
样的茶叶、形形色色的香料就能引
领儿童走进真正的生活世界。我们
可以煮一锅蛋吗？怎样煮蛋能不破？
用铁锅还是电饭煲？要煮多长时间？
水要放多少？怎样才能知道蛋是熟
了？劳动教育自然而然溶于其中。当
全校教职工分享到孩子们煮的蛋并
由衷点赞时，“劳动是辛苦的，劳动
是快乐的”这种体验儿童就能真实
感受到。

（二）家长的生长力
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中国父

母或许是这世上为了孩子愿意付出
最多的家长。然而“爱”和“会爱”并
不对等。《家庭教育法》的颁布让我
们看到政府的导向，也看到众多爱
孩子却不知道怎么爱孩子的家长们
的困惑。的确，“没有人教我怎么当
父母时我已经成为了父母。”教育要
肩负起引领家长的使命，但这种引
领不是靠简单的说教，靠一两场讲
座。最好的引领是让家长看见科学
育儿的力量。生长教育是怎样通过
类似“拄蛋”这样的活动去引领家长
呢？

1.有准备的前置：提前发布有准
备的信息。

教师面对家长时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是教育专业者的身份，“说有准
备的话”才能让每次的家园沟通变

得有价值和意义。比如：发布幼儿编
织蛋套的视频，让家长直接感受，孩
子编织的蛋套虽然可能不如妈妈、
奶奶编织的那么美，但他们在编织
中表现出的交流、尝试非常有价值。
发布幼儿比较各种蛋后的描述记
录，让家长发现幼儿真的可以通过
具体、生活中的事物，展现出科学探
究的品质。

2.有对话的现场：对于这种全班
家长自发参与的活动，且参与的家
长都有童年亲身经历感受的活动。

教师清醒地意识到，看似只是
十几分钟的“拄蛋”活动，却能搭建
起家长和自己童年对话、和孩子童
年对话的桥梁。所以我们传递孩子
比赛现场的真实感受：胜利的感受

“赢了也要敲破才能吃”“我一定要
赢”“我的怎么还不破”；失败的感受

“哈哈，我的终于碎了，吃”“我妈妈
买的这个蛋太不靠谱了”。我们传递
孩子比赛现场的真实思考：“我觉得
加盐煮蛋会比较硬”“要用身体顶一
下，不能只用手”。这些真实传递在
释放儿童游戏快乐的同时，也让家
长学会如何站在儿童视角看待游
戏。

3. 有后续的延伸：活动后的传
递。

对非专业人士而言，特定场景
的教育热情可持续性不一定长。我
们要充分认识到，家长在单个节日
活动中所获得的成长是碎片化的。
有效的家长支持是要懂得借助家长
在节日活动中的热情、思考，去唤醒
他对教育的真正关注。比如围绕这
个立夏“拄蛋”活动组织家长开展聚
焦话题的交流：“孩子在比赛中的得

与失和我想象的一样吗？”“我为孩
子找到最硬的鸵鸟蛋孩子为什么抱
怨一点都不好玩？”这些延伸是重要
的，因为它实现了帮助家长从具体
事件中概括提炼出育儿的方法。

（三）媒体的生长力
全民喜爱的民间活动始终是媒

体关注的视角，但当媒体报道十多
年始终围绕各大学校、幼儿园里的
蛋王，各种精美蛋套时，民间游戏的
魅力不一定能得到彰显，也不一定
能促进民间艺术的传递，这无形中
减弱了媒体传播力的价值。

那么，生长教育如何在“立夏拄
蛋”的传统活动中借助媒体的力量
呢？

1. 各方联结的力量：让媒体在
“拄蛋”的小切口中看到参与者强大
的凝聚力。从幼儿视角来看，可了解
幼儿对过立夏方式的看法，幼儿眼
里的蛋王等。从教师视角解读，可通
过“田螺奶奶”送蛋套新闻让大家看
到这座城市的温暖，组织同在宁波
但来自不同籍贯家长们过立夏方式
的分享等。从家长视角来看，可观察
到“梅林”鸡蛋体现出的本地特产元
素，生在宁波的鸵鸟蛋展现宁波物
种培育水平等。

2.彰显教育的力量：教育引领大
众，教育引领未来，这一点应该是媒
体传递教育信息的方向。当教育者
能够将可引入教育的、一个个大众
关注的节日活动，通过教育智慧物
化为外显节日欢乐，内含教育实质
的教育活动时，媒体就能传递教育
的应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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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有许多类似立夏这样全民自发参与，且又适合引入校园的活动，只要我们具备这样的一种教育意识：所有的教育价
值点都是生长点，教育者要懂得围绕生长点搭建教育生长平台，最终实现每个参与者的生长力。对教育者而言，这种生长力就是读
懂幼儿的能力，就是构建课程的能力。这就是我所倡导的能展现教育张力的生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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