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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石台县：地域特色生态园 延时服务绽光彩
□黄世凤  吴雄峰
自2022年推进“安心托幼”暖民心工程以来，石台县自上而下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先后投入
近300万元对各园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推动以公办园为主体、普惠性民办园为补充的
托育一体化模式，引导各园结合地域特色丰富延伸服务活动内容，石台县的很多幼儿园在不
断挖掘本土文化，着力打造生态特色园！

石台县大演中心幼儿园
用茶文化打造特色学前教育
石台县大演中心幼儿园是一所附属于大演中心学校的公立园，并有牯牛降一个幼教点。大演
中心幼儿园将茶文化作为本园的特色，围绕茶文化开展各类活动，如在茶忙季节带领幼儿去
采茶；去西黄山合作带领幼儿去参观，茶艺活动进校园；每周开设一节茶艺活动，带领幼儿
学习茶礼仪；在园内设置“茶馆”区域游戏，让幼儿在游戏中感受茶文化的魅力。

石台县占大中心幼儿园
多彩活动助成长
石台县占大中心幼儿园也利用本土特色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端午节组织幼儿开展“庆端
午、享收获”活动，首先组织幼儿进行赛龙舟比赛，其次让幼儿体验感知糍粑的制作过程，
在参与中既增添了乐趣，又获得了对幼儿传统文化知识的提升。又如在元宵节，开展 “喜
娃娃、闹元宵”活动，幼儿先是参与制作龙灯、龙身，最后在园内各个班级进行“舞龙灯”
表演活动。另外，还将传统民间游戏引进校园，目前开展了跳竹竿、跳皮筋等活动，深受幼
儿喜爱。
跳竹竿游戏

赛龙舟比赛

石台县示范幼儿园
“硒欢一条街” 幼儿欢乐多
石台县是全国三大富硒地之一，为了充分体现教育的地域特色，石台县示范幼儿园立足本土
特色，秉承呵护童真、回归自然的办园思想，从幼儿的所见所闻，熟悉的生活日常和当地的
民风民俗等多个角度对诸多资源进行梳理和提炼，创设了具有本土特色的贴近幼儿生活的特
色区域游戏活动“硒欢一条街”，涵盖了“天方茶苑”“ 石台石趣”“ 七井七宝”“ 腊
味干货”“ 噶婆早点”“ 黄梅戏、目连戏、石台民歌”大舞台等特色活动，接下来请一同
来感受下幼儿沉浸在本土游戏中的快乐吧！
“茶色生香”，从了解茶文化入手，让幼儿感知石台硒茶的种类和特点，亲自体验硒茶制
作。采青、推青、杀青、揉捻、烘干、摊凉、捡茶、包装，幼儿们一丝不苟，专注于硒茶制
作的八道工艺，相互交流，共同合作，将制好的石台富硒茶推向“市场”，走进“千家万
户”。
“硒品商店”，设立了三个专区：“天方硒茶”“七井七宝”“腊味干货”，在这些区域
中，幼儿们如数家珍，充分感受了家乡物产的丰富，体验了售卖石台土特产的快乐，提升社
会交往能力的同时，激发了幼儿们作为石台人的自豪感。
“硒乡茶韵”，小小的舞台，幼儿们一展歌喉，尽情表演。家喻户晓的黄梅戏，家乡的民歌
小调，甚至还有石台的非遗文化目连戏的表演，吸引着小观众们在此驻足、流连。戏台下的
“小茶楼”里茶艺师忙忙碌碌，给大家展示泡茶的“绝活”。孩子们有的品茶观戏，有的席
地品茶对弈。
“石台石趣”，快意创作。秋浦河畔是幼儿们巨大的天然材料库，利用周末和闲暇小小“艺
术家”们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就地取材，拾来了形态各异的石头，自由挥洒地创作着，一
幅幅色彩斑斓的石画，融进了孩子们的奇思妙想，融进了他们对家乡的热爱。
“老手艺”编作坊里总有一群能工巧匠，他们学习着石台竹编、绳编、草编等传统编制的技
艺，用心编织着生活，编织着梦想。小花篮、小背篓、小草帽、小铺垫等成品琳琅满目。
“家乡的味道”，香气四溢，幼儿们分区制作着石台人爱吃的传统美食，包饺子的，做菜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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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糍粑的，研磨五谷杂粮粉的，做横渡糕点的……从制作、销售到品尝，幼儿们穿梭其
间，乐此不疲。
“年货市场”，浓浓的“年味”瞬间让你倍感温暖，对联、“鞭炮”、小灯笼、各种小玩
具，还有幼儿们喜爱的瓜子、花生、米糖等。舞龙和舞狮子的队员们岂能闲着？他们随着音
乐翩翩起舞，时而翻腾飞跃，时而围绕成圈，展示了石台传统年俗，表达了幼儿们对幸福和
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么丰富的“硒欢一条街”游戏，怎么能少了来此旅游参观的朋友，开学初，示范幼儿园的
家长代表近距离地观察感知了幼儿园的延时服务活动。“以往放学后，幼儿要么被‘限制’
在妈妈办公室的一角，要么独自一人看电视、玩手机，现在有了这项暖民行动，对于我们这
种双职工、父母年纪又大的家庭来说，真是极大的便利。感谢这幸福、美好的延时服务时
光！”有家长这样说。
生动有趣的本土特色游戏“硒欢一条街”活动，使幼儿对本土文化萌发了兴趣，让教育的地
域特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实现了游戏的社会价值，既有利于幼儿身心的和谐、健康、全面
的发展，又有利于幼儿审美能力的培养和提升，还有利于本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

幼儿们正在逛“硒欢一条街”市场

幼儿们正在研磨五谷杂粮粉

石台县丁香镇中心幼儿园
挖掘本土资源 促进幼儿发展
石台县丁香镇中心幼儿园坐落于石台县丁香镇境内，这里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特别是位于
丁香镇东南处的库山村，至今保留着原始的农耕方式，这里的人们遵循着祖先的劳动规律“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向人们展示着中华民族丰富而悠久的农耕文化。为充分利用丁香镇
本土资源优势，激发幼儿对游戏的兴趣，促进幼儿园游戏的开展，丁香镇中心幼儿园开展合
适的游戏活动，进一步培养幼儿爱家乡的情感。
引入本土特色资源作为区域材料
在园区角设置中，丁香镇中心幼儿园引入本土特色资源作为区域材料，在大班美工区引入当
地玉米芯，幼儿用粘土、彩绳、颜料等对玉米芯进行创意手工制作，幼儿们探索丰富多彩的
玉米芯玩具、饰品等，提高幼儿动手动脑能力。在编织区，教师投放玉米皮、竹篾，幼儿编
织出蜻蜓、花朵、扇子等各种创意作品。
在户外活动中，丁香镇中心幼儿园大量投入竹子类大小形状不一的游戏材料，供幼儿在户外
探索不同游戏玩法。
利用本土资源开展特色教学活动
石台县丁香镇乡土资源丰富，丁香镇中心幼儿园充分挖掘并运用家乡周围环境的教育资源，
开展特色区域活动。如举办“稻艺”手工作品大赛，让家长和幼儿利用稻草进行创意改造，
构思不同作品，唤起大家对农村稻草艺术的喜爱，重拾农家乐趣，寓教于乐。
又如，在春天，幼儿园会组织幼儿外出寻野菜，摘野菜，制作当地美食野菜粑。幼儿们在田
间地头，感受着家乡春天的气息，寻找着家乡的美食，在活动中获得了直接经验，将家乡的
一草一木融入到幼儿园游戏生活中。
不仅仅在户外，就是在幼儿园内，幼儿们都能体验富有特色的活动。据园长包素玲介绍，在
丁香镇中心幼儿园特色活动区“豆腐坊”将本土制作豆腐的过程完整呈现，教师带着幼儿们
一起挑豆子、浸豆子、磨豆子、煮豆浆、点卤水等，传统制作豆腐的方式一一展现，幼儿们
体验着劳动的成果，感受着劳动人民的智慧。
“幼儿园自开展延时服务以来，得到了当地家长的高度认可，给家庭带来暖心的同时，也让
幼儿获得了更多实践体验。全体教师也在不断地摸索、创新延时服务内容，结合丁香镇的地
域文化，将特色融入幼儿园，把课堂搬进大自然，目前魔豆坊、丁香农场在园内如火如荼地
开展。”丁香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包素玲说道。

幼儿们正在采茶
魔豆坊正式营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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