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解·款款而语

剖析·细细而品

“三阶九式”策略

“一阶”

实践·缓缓而行

“二阶”

“三阶”

三策略
游戏感悟式；

图片解读式；换位体验式

三策略
阶梯对照式；

借鉴学习式；大咖对话式

三策略
观摩剖析式；

同伴互助式；实践跟进式

（一）“三阶九式”，激发“赋权”之思

我们认为，在心里种下“赋权”的种子，帮助
明确“甲方”的权利，才能激发老师树立以儿童为
本的新型的儿童观，才会努力去挖掘儿童身上的
生命力和创造力。几年的探索实践中，我们梳理
出推动“赋权”儿童理念有效落地的“三阶九式”
策略，即三个阶段，九大策略。

一阶：理解，款款而悟
《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中写道“孩子的眼光

是最独特的，也最容易被忽视。只有源自内心的
意识到儿童和自己的不同，才会积极地去观察、
理解儿童，才会有‘赋权’儿童的意识。”为此，我
们探索游戏感悟；图片解读；换位体验三种策略
的实施，在直击内心的感悟和启发下，促使整个
团队理念上更快的和谐与统一。

以“图片解读式”为例：投放下雨天的图片，
通过对比：教师观察后想到的——教师推测孩子
想到的——孩子自身想到的，从而梳理出成人视
角、儿童视角、儿童的视角三个不同的概念，进而
帮助教师达成一个共识：儿童从来不是我们以为
的样子，每一个孩子在观察世界时，都有自己独
特的视角。

二阶：剖析，细细而品
每一种理念的落地都需要一个理解、内化的

过程。实践中，我们通过阶梯对照；借鉴学习；大
咖对话三种策略，帮助教师了解“赋权”之路的正
确打开方式，从而品味“赋权”带来的惊喜。

以阶梯对照式为例：我们参考《儿童权利公
约》中提出的关于儿童参与权的八个阶梯：引导
教师们对照自身的教育实例，在对比中找差距、
在差距中寻突破。

三阶：实践，缓缓而行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在赋权儿

童的路上，我们始终坚持观摩剖析、同伴互助、实

践跟进下的陪伴同行。
以同伴互助为例：老师在《我的祖国叫中国》

主题开展时向教研组求助：孩子们对于原“天安
门”搭建活动失去兴趣，提出要搭“鄞州大桥”，怎
么办？教研组随即组建“助力小组”，借同伴之力
助推主题项目的推进。

一助——多闻其声：是继续？还是调整？助力
小组提出“多闻其声”，建议基于三个方面进行价
值剖析，并提出实施方案。

二助——多引其思：当孩子们发现桥墩不牢
固，提出更换材料时。大家给予“多引其思”的提
议。建议从造房子砖头之间需要水泥这一思路引
导幼儿聚焦纸盒的加固。最终，孩子们利用热熔
枪解决了这一问题。

三助——多观其行：项目分享会上，老师介
绍其告知孩子们优化调整的方法。随即，同伴们
就剥夺儿童自主探究机会提出质疑。要求教师

“多观其行”。引导儿童在发现问题，聚焦原因，猜
想验证的过程中去解决问题。

在同伴的陪伴下，该教师基于实践，梳理有
效经验，再运用经验指导实践，不经意间提升了
课程的实施能力，也助推了“赋权”理念的落地。

（二）“践行参与”，推动“赋权”之行

儿童不应该被简单地保护和照顾，更要应该
给予充分的信任和赏识，为他们提供大量探索、
体验的机会和平台，助推其成长。

1.赋思，启智慧。
赋权，倡导走进儿童的世界，在可实施的范

围内，尽可能的采纳儿童的建议和想法。我们探
索基于园长妈妈信箱的撒网式收集；“我的奇思
妙想”墙的普查式了解和“儿童议事会”的聚焦式
商议三条途径，践行让儿童发声。

例如：来信中发现，有多位小朋友提出养小
动物，于是，我们借奇思妙想墙，引导他们推荐。
随后，“儿童议事会”就《饲养小动物》的问题展开
了激烈的讨论，从动物种类、合适的场地、日常饲
养任务分工等多方面予以商榷，最终确定了在山
丘养两只羊，开心农场养三只小兔，并决定每班
轮流照顾。

2.赋能，助行动。
每个人都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有发展成为他

最好一面的可能。我们倡导用心倾听儿童的想
法，支持儿童想法的完美落地，促使他们获得主
动、生动的发展。

例如：羊妈妈生了个羊宝宝，孩子们提议要
办一场满月酒。从名字的征集、生日会的筹划、准
备和组织；邀请函的制作、发放；场地的选择、布
置；服饰的设计、制作等均有孩子主导完成。

3.赋情，懂感恩。
赋情，就是赋予儿童积极的情感。为了塑造

出一个健康的并能发挥指挥功能的人格。我们借
助自主式体验、记录式分享等举措，践行积极的
情感引导。

例如：自主式体验，是基于孩子们对于成人
的工作感兴趣，提出体验需求而开展的活动。在
这里，有体验保健医生晨检的，有体验食堂工作
人员洗菜的……每一次体验之后都注重一个双
向交流，既有孩子的体验感悟，也有对应岗位人
员对孩子体验过程的询问和表现的点评。自主式
体验不仅让孩子对不同岗位和工作有了深入的
了解，更是引发了认同下的情感共鸣。

（三）“携手共生”，传递“赋权”之力

儿童对幼儿园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是一种期
待以实际行动助力发展的使命感。而就是这样一
份使命感，让儿童力量得以传递。

1.调研，重“评估”。
让儿童成为教育的“甲方”，就要尊重他们的

看法，给予评价权，让儿童成为幼儿园工作的监
督者。例如：孩子们深入班级，了解同伴对食物的
喜爱程度，当发现弟弟妹妹不愿吃牛肉，究其原
因是牛肉嚼不烂，于是给予那天的牛肉一个哭
脸。这之后，出现在小班餐盘里的牛肉由原来的
片状改成了碎末状。

基于儿童需求下的走访、调研、评估，让我们
看到了儿童不一样的视角，更感受到了来自儿童
督导下不一样的力量。

2.卷入，巧“破题”。
这里的破题，是指引导孩子助力破解工作、

活动中的难题，激发其责任感和使命感。例如：有
孩子发现经常会有器械遗漏在场地的问题，于是
提议活动结束后，值日生到角角落落再次查看一
番……；面对日常管理中个别家长不遵守接送制
度，喜欢插队；上下学途中，不按要求戴头盔等问
题。我们引导儿童自行对照标准，去督办这些工
作的落实。事实证明，他们的力量不容忽视。

3.记录，递“美好”。
评价一所幼儿园的好与坏，最有发言权的当

属我们的孩子。孩子们自发记录在园每一天遇到
的美好的人和事，将其张贴在碶彩·童年印记文
化墙；他们提议拍摄、制作“最美印记”的明信片，
送给来访的客人，让他们感受石幼的幸福和美
好。我们也坚信，这一份美好带来的愉悦感，定能
让我们的孩子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去面对人
生旅程中的一个个难题。

让儿童成为教育的“甲方”，其核心问题就是
“赋权”儿童，让他们成为最重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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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让儿童成为教育的“甲方”
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中心幼儿园 叶艳英

《儿童权利公约》指出：“儿童享有一切‘人权’，有权对影响他们的一切事项发表自己

的意见。成人要‘尊重儿童的意见’，保障儿童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利。”事实

上，在与儿童的共同生活和互动交往中，成人似乎已经习惯一味的包办代替或过多地干

涉。儿童观缺失下的教育行为，其后果就是儿童自主的权利和空间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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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剖析问题

案例 1：儿童的意见被剥夺
——无权利

餐后活动，阳阳拿出了百变魔
尺准备和同伴折一个恐龙，老师说：

“今天周二，我们的餐后活动是看书
和折纸，请把魔尺收起来。”

案例2:儿童的期待被替换——
假权利

中班的文文老师和孩子们商
量自然角里种什么？孩子们纷纷
发表意见，随后，老师引导投票，

评选出最受欢迎的农作物，结果
草莓以绝对的优势胜出，但是考
虑到空间原因，最终老师组织小
朋友种植大蒜。

案例 3：儿童的兴趣被扑灭
——短权利

汽车节之特殊车辆进校园活
动，老师们想尽办法将孩子们提议
的特殊汽车请进幼儿园并开展探究
活动。当有个孩子被房车后一个小
窗口吸引，并邀请同伴一起查看时，

老师制止并要求孩子们根据记录表
中的提示，去寻找汽车配置。

聚焦三个案例，案例1中，孩子
们无权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案例
2中，无视投票结果的种植，给予的
是形式主义下的假权利；案例3中，
特殊汽车的探秘，让我们看到了老
师有了放权意识，但从记录表的设
计、探究内容的管控中发现，给予的
主动权前后割裂，这样的放权也仅
仅是短时放权的体现。

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
的儿童观。我们真的了解儿童吗？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园尝试开展“赋
权”儿童，让儿童成为教育“甲方”的
探索与研究。

何为“赋权”儿童？即通过内部
赋权和外部赋权来挖掘儿童的内
在潜力，改变儿童“权力”现状，减
少儿童的无力感，增强儿童对自我
生活的掌控感与行动的能力和信
心的过程。

二、探索“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