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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教育改革  提升育人质量
□季  念  兰  芝
芜湖市弋江区火龙岗中心学校是一所城郊结合部的中心学校，学校由一所中心本部和四所完
小组合而成，学生80%是当地的农村学生，20%左右是外来务工子女。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火龙岗中心学校结合实际开展课后服务，服务社会服务家长、拓展学生学习空间，推进
素质教育，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实施游泳课程  让教育公平而有质量
根据《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文件精神，学校要在创新中谋
发展，要在课程建设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校于2021年6月
对三、四、五年级学生开设了游泳课程，近800名学生参加到游泳课程学习中，学会了仰
泳，增强了体质，增长了本领，磨砺了品格，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
实施游泳课程是学校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根据学生的生长规律，加强安全教育，防溺水上
出的实招，通过游泳课程的实施，将防溺水知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防溺水的能力，达到知行
合一——人人会游泳。
引陶笛进课程  促美育之发展
实践证明，美育和艺术教育对于人的成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所谓美育是一步到位的德
育，尤其是音乐素养对学生的高尚情操及道德养成有重要意义。而就农村学校实际情况而
言，艺体学科师资比较缺乏，尤其是音乐教师紧缺，音乐教育相对城区学校来说比较薄弱，
学校依托弋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坚持“全员参与”的教育理念，开展音乐教育普及活动，
借助活动中心教师资源补齐音乐教育薄弱这块短板，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学校实施和推进“陶笛进课程”工程，一是继承和发扬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让陶笛这一民
族艺术文化瑰宝在校园里落地生根，让全体学生都能喜欢和吹奏陶笛，感受“来自泥土的声
音”的美，让陶笛的悠扬乐声在校园里飘荡。二是让学生通过对简单易学、便捷携带、音色
好听的陶笛的学习，促进音乐素养的学习和培育，培养对音乐的热爱之情，激发兴趣、培养
能力、陶冶情操，给学生一个幸福而完整的小学校园生活。三是促进学校音乐教育，推动学
校艺术教育的发展，为更多农村学校的音乐教育和艺术教育提供典型案例。
行知大舞台  人人展风采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为了让每一名学生每天都能参与到德育实践活动中，也为了培养
农村学生的自信，让农村学生也能像城里学生一样大胆、大方、大气，学校在每天的大课间
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师生展示活动。周一，学校每个班级轮流承担升旗仪式和国旗下讲话任
务；周二至周五，每天开展“行知大舞台，人人展风采”的才艺展示活动，每个班级轮流展
示才艺节目。截至目前，“行知大舞台”已经坚持近四年的时间，展示场次五百多场，参加
展演节目八百多个，参与展示学生两千多人次。校园大舞台，真正成了农村学生展示自己的
舞台，学生们在行知大舞台上，自编自导自演，尽情展示才华，快乐自信洋溢在脸上，在校
园里幸福健康成长。
办家长学校  做朴素教育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朴素是遵循规律和回归常识。朴素就是
带着泥土芬芳的本真！教育求真、学做真人、探求真知，是对朴素最好的诠释。
学校在教育好学生的同时，深深感到家庭教育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深感更新家长的
育人理念和教育方法对学生成长的重要作用。学校深入贯彻学习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和引导家长构建良好家庭教
育作出积极努力。学校开办“四一”家长学校，请家庭教育专家和有丰富育人经验的教师，
利用每周六上午，分年级对学生家长开展授课活动。授课内容依据现时期家长困惑的问题，
学生成长的烦恼来安排，有学生入学教育，有学生品德养成，有学生学科能力提升，有学生
生活能力培养，有学生青春期教育……
体艺学科“走教计划”  走在追寻理想的路上
火龙岗中心学校是一所农村中心学校，下辖有四所完小，完小中学生数多的有一百五十人，
少的只有六十来人，完小教师结构性缺编比较严重，没有专职的音、体、美教师，体育、艺
术和美育比较落后。为了促进区域内教育均衡发展，让乡村小学里的学生也能够享受到优质
教育，受到规范的音乐、美术、体育教育，学校克服自身困难，动员中心学校本部为数不多
的专职教师，开展走教活动。自2017年起启动体艺学科“走教计划”以来，每周四“走教小
组”的青年骨干教师风雨无阻去村小走教。
“走教计划”实施下来，乡村小学的艺术教育氛围浓厚了，校园里的青春活力飞扬了，学生
们的艺术素养提升了，村小的教师们精神振奋了。每次“走教”的时间是学生们最盼望和最
快乐的一段时光，学生们在音乐教师的感染下，微笑歌唱、优雅舞蹈；在美术教师的指导
下，泼墨挥洒、尽情渲染；在体育教师的带领下，快乐运动、释放激情。投入的教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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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是乡村小学校园里美丽的风景线。
实施绿色评价  促行知教师成长
火龙岗中心学校认真贯彻“减负增效”的教育教学管理思路，认真执行教学流程规范，做到
备课、上课、作业、检测、辅导五项流程规范，向管理要质量，向管理要课堂文化，每年度
每学期均进行全面统一检测，邀请家长志愿者走进监测，与考试零距离接触。除所有班级的
语文、数学、英语学科以外，学校组织音体美教师对学生的美育素养进行考核，对全校学生
进行陶笛的考级测试，开展劳动教育等。学校认真分析检测成绩，评选“教学行知奖”，促
进行知教师成长，为火龙岗中心学校的优秀教学质量做保障。
另外，生活教育“真·风采”课堂教学研究活动长期坚持开展，2021年参加弋江区课堂教学
文化论坛，得到了专家领导的指导。
建融合教育基地  关爱特殊儿童
实施融合教育是促进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身心发展、融入社会生活的迫切需求和必然选择，
是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也是落实法定要求、增进特殊家庭福祉、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
要举措。在普通学校实施融合教育，不仅有利于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成长，对普通学生健
全人格、珍爱生命、勇于担当等核心素养的培育也有重要意义。目前，火龙岗中心学校是弋
江区中小学“融合教育”基地，学校建有标准化的特殊资源教室，成立“星星社团”，开展
上门送教等活动。
陶行知先生曾说：“假如你有两块面包，你得用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因为面包是身体的粮
食，水仙花是灵魂的粮食。”火龙岗中心学校不断实践陶行知思想，追随人民教育家的足
迹，一直走在追寻水仙花的行知路上。
学生们的陶笛表演

创建有生命力的幼儿园
□杜  娟  吴雄峰
滁州市第一幼儿园（以下简称滁一幼）建于1958年，园里有一棵银杏树，它是滁一幼第一任
园长亲手种下的，这棵银杏树陪伴着所有滁一幼人的成长，也见证着滁一幼的发展。滁一幼
一直将银杏精神中的坚韧、美好、生命力、和合友爱、自然质朴等元素加以提炼、升华，逐
渐形成滁一幼的办园目标、文化理念和课程生发点。接下来，笔者将从几个方面来谈谈滁一
幼文化建设的一些尝试和探索。
园所环境的文化浸润
园所文化与传统的联结。在梳理现有的课程资源时，滁一幼深挖第一任园长种下的银杏树背
后的故事，提炼、升华了银杏精神，并将园所文化元素融入在环境中。在户外工程中，发现
了承载鼓楼街官井巷历史记忆的两口古井，将井文化逐渐引入幼儿园，既提供了亲身探索的
新资源，又使生态灌溉水循环在幼儿园得到实现。
聚焦生本。生本就是立足儿童的角度，以儿童为本位，尊重生命、自然生长。在户外环境创
设中，滁一幼对游戏环境的功能分区、游戏活动的空间类型以及设施布置等充分考虑到儿童
的兴趣、需要、心理特点、认知水平，尊重儿童的想法和自主性，如滁一幼放权给幼儿参与
幼儿园的环境设计，即将毕业的大班幼儿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教师不断倾听、记录幼儿的
想法，不断改造、完善，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幼儿的需要。
聚焦生态。为给幼儿创造亲近自然的机会，滁一幼领导班子希望户外环境中尽可能地呈现原
生态的元素，如今幼儿园里有80多种树木，其中有观赏的樱花、垂丝海棠、茶花等，也有可
品尝果实的枣树、枇杷树、柿子树等，还有童年记忆中的洋槐树、大朴树、桂花树等等，幼
儿们除了能感受春夏秋冬大自然本身的美，还能体验到与环境互动过程中的美，这种美是润
物细无声的。
聚焦生活。滁一幼基于已有的自然环境资源，引发幼儿的探究行动，再基于幼儿发现的问
题，不断丰富课程资源，让幼儿们的生活与学习相连接，以生活为依托，就地取材、融合共
生，幼儿园投放了原生态、低结构、贴近生活的材料。在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野趣十足的环
境中，幼儿们的自主性、创造力、合作力都在发展，而教师的成长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聚焦“关系形成”的人文环境
在幼儿园里生活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生态位，滁一幼除了关注人与自然、自然事物之间的
关系，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良好关系的形成从尊重和信任做起，滁一幼从入园问候开
始，每天教师们会热情地与幼儿、保安师傅、保洁人员、食堂员工、教师们相互问好，逐渐
建立起一个“相遇和对话”的空间，一种真实的信任关系慢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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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被爱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只有教师充分感受到尊重和信任，才能给予幼儿们更多的尊重
和信任，才能静下心来观察幼儿，对幼儿的生活保持好奇心，倾听幼儿的声音，建立亲密的
师幼关系。另外，滁一幼创新家长讲座、家长会、家访等形式，努力建立融洽的教育合伙人
关系。幼儿、教师、家长、同事彼此间联系影响，逐渐形成园内良好的生态环境，融合成富
有生命力的美好的文化氛围。
课程实施的视角转换
滁一幼对原有的课程进行了复盘、思考、打破、重塑。给幼儿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充分赋权，
“凡是幼儿们能做的事，都让他自己做。”自主点心中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点心。
各种节日活动皆由幼儿自发计划、准备、实施及复盘，幼儿成为节日的主人。种植活动中由
幼儿自己决定种什么、怎么种，尤其是在种植小麦、油菜、甘蔗、棉花、葡萄、花卉中产生
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幼儿参与如拔草、灌溉等幼儿园各项劳动，在服务自己服务他人中
建构属于自己的经验。即使失败了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在不断试误的过程中积累经验。
教师成长的支持策略
为教师们做加减法。减少不必要的案头工作，减少不必要的工作环节，减少例会的频次和时
间。增加学习和培训的力度，让每个教师都有成长的机会。增加教研的实效，在了解教师实
际困惑基础上，以教育沙龙、观察小打卡、好书共读等多种轻松有效的教研方式，小步递
进、有效助推教师专业发展。以省市级课题为抓手，带动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开展园际协同
教研，联合其他姐妹园一起开展真教研，解决工作中的真问题。
唤醒课程意识。在实践中，创设民主管理制度，增强教师课程主体意识。以多元评价机制赋
能教师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教师提供多样化的物质支持，提升教师课程资源整合能力。教师
们学会了陪伴、倾听和对话，尝试着站在儿童的视角去思考，无论是在生活中、游戏中，还
是在主题活动中，幼儿的想法越来越能得到回应和重视。教师、幼儿、园所共同在成长。就
这样，慢慢地，家一样的园所文化初步形成。自然、真诚、积极、有生命力、创造，都成了
幼儿园文化的重要标志，并日渐彰显其力量。
园所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滁一幼教育观、儿童观、课程观重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滁一
幼越发感受到园所文化就是在一起生活的方式，幼儿园不应是装修出来的，而应是住出来
的，办一所自然的、有生命力的、有趣的幼儿园，这是滁一幼教师们提出的对未来园所期待
的关键词，滁一幼希望这所园子是摒弃浮躁喧嚣，追寻内在秩序感的一片净土，更期待这所
园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最终形成园子内部良好的生态环境。从幼儿中
来，到幼儿中去，相信全体滁一幼人今后一定会一起建造这个慢慢生长的园子，抒写未来更
多有温度的美好故事。
幼儿在银杏树下开心玩耍

第 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