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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敏：向着美好生长
个人简介：刘晓敏，2009年至今担任合肥绿城育华百合幼儿园园长一职，小学高级教师，安
徽省教师资格考试考官，合肥市教坛新星，合肥市蜀山区优秀教育工作者，绿城育华教育集
团优秀管理者。著有《幼儿园特色课程的框架与实施》一书。

2009年2月，浙江绿城育华教育集团的第二所幼儿园——合肥绿城育华百合幼儿园正式开
园。建园至今，在“中外兼容、多元发展”的办园特色指引下，在园长刘晓敏孜孜不倦的探
索下，带领全体教师开拓了一条崭新的“美好教育”道路。14年来，幼儿园浸润着阳光雨
露，印刻着执着和追求，迈着坚实而有力的步伐，将品格美德教育渗透在一日生活和学习
中，深入开展篮球、体能、戏剧、礼仪等特色课程，培养了一批批品格健全、人格完善的美
好儿童。
在教育实践中，园所始终站在儿童立场，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融入在幼儿
一日生活中，追求幼儿园美好生活教育的自然与无痕。刘晓敏表示，让幼儿园教育与生活实
现一体化并赋予美好的意义，是绿城育华人的教育理想。幼儿园始终遵循幼儿的年龄特点和
认知规律，注重构建丰富的教育空间场景，挖掘一日生活对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潜在影响，优
化各时间段衔接，做到自然、有序、有效，珍视生活和游戏的独特价值，切实尊重和保护幼
儿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发现幼儿个体在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支持、引导、帮助每个幼儿按
照自身特点向更高水平迈进，全面促进幼儿形成积极态度和良好行为倾向。
美好教育的践行者
幼儿园从成立之日起，就践行着为每一个儿童健康和谐成长提供最佳的课程资源的信念，始
终致力于解决老百姓对有品质的教育需求与幼儿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新矛盾，通过幼儿看
得见的美好生活，增强家长的获得感、幸福感。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也提出：人不能仅仅
是美好生活的享受者，还应该有能力去创造美好生活，向着美好生长……
“‘美好教育’的哲学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刘晓敏如是说。关于美好教
育，她们是这样思考与践行的。
第一，理解美好生活教育。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它是一种以生活为中心的教
育改造理论与实践。在陶行知看来，教育与生活是一体的。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教育应通
过生活来进行，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那么，在幼儿园里过美好的生活便是接受美
好的教育。美好教育能改造幼儿的童年，让他们的童年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第二，探寻美好生活教育。教育之所以要关注人的美好生活，是因为对更好生活状态的追求
是人的存在方式，教育是以人为中心的教化活动，教育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教育作为一种
独立的价值立场，决定了教育要以人的美好生活为永恒主题。每个幼儿都以生活者的名义拥
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他们理应在美好生活中享用美好生活，在享用美好生活教育中
成长。在幼儿园教育中，每天自入园开始到离园结束，幼儿都是在过一种与教师、同伴共处
的集体生活，这种生活的美好与否，对于幼儿是否享用美好人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守望美好生活教育。对美好生活的追寻实际上是对教育的价值理想的思索，它反映了
教育对人的理解，决定了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要怎样培养人。如何通过发挥教育的作用
促进人获得美好生活？这是对教育哲学理念的思考，也是对教育发展方向的探索。教师在幼
儿的童年生活中，在他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学习与游戏中维护童年世界的美好。美好生活意味
着创造自身的美好与创造自己生活的美好、创造世界的美好相一致。幼儿生活在美好之中，
不仅享用这个世界的美好，不仅创造自身的美好，在将来也能够维护这个世界的美好，为这
个世界增添美好。
让儿童学会过美好生活
基于幼儿园办园理念及教育哲学，刘晓敏确立了幼儿园的课程理念：让儿童学会过美好生
活。在她看来，这一理念有着丰富的内涵。
课程即当下的生活。幼儿园教育是丰富多彩的，相较于其他的教育，幼儿园教育有其自身独
特的特点，那就是生活化。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需要决定了幼儿园教育目标和内容的
广泛性，也决定了保教合一的教育教学原则。对于幼儿来讲，除了认识周围的环境、人、事
的学习内容以外，一些基本的生活和“做人”所需要的基本态度和能力，如卫生习惯、生活
自理能力、交往能力等，都需要学习。因此，幼儿园的一日生活皆为课程，儿童在园的每一
个当下，都是生动的课程资源，对儿童的教育来自生活，又回归生活。
课程即美好的情愫。幼儿教育应该是全方位、多维度的，“保教并重，关注个别差异，促进
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应该成为幼儿教育者的常态性和基础性工作。作为幼儿教师，
应该从幼儿的精神、情感和心灵方面给予更多的滋养，打造出一片灵动且丰盈的幼儿教育时
空。
课程即生长的儿童。教育就是为幼儿不断生长蓄积动力，给儿童提供的课程应当是自然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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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自然生长应是顺应儿童的兴趣和需要的，是符合儿童的发展和特点的。幼儿在自然
的更替中发现问题，在阅读与询问中找到答案；他们在书本中有了喜欢的角色，通过扮演实
现与角色的对话；他们在运动中遇见了篮球，进而演绎了对锻炼身体的热衷。自然生长的过
程就是儿童活动体悟的过程，兴趣延续的过程，能力发展的过程，品质养成的过程。
课程即学习的经历。幼儿的学习，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他们的学习无处不在：与同伴一起
游戏，玩沙玩水、看蚂蚁、捉迷藏、捡拾落叶，以及参与自己生存所需要的所有活动，如穿
衣吃饭、洗手如厕等。幼儿的学习方式是通过实际操作、亲身体验，去模仿、感知、探究，
在做中学，玩中学，生活中学，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建构自己的理解和认识的。
只有个体亲身的经历和体验才称得上是学习，课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经验，就是让幼儿体验
各种经历，并由此将知识及其他的各种可能转化为自身的经验，实现美好的生长。在刘晓敏
和团队成员的实践探索下，幼儿园课程模式被称为“美好派课程”。派，是一种无限伸展；
派，是一种生活方式；派，是一场生命欢聚。美好派的课程目标就是通过特色鲜明的园本化
课程管理，促进幼儿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为幼儿后续学习和终身发展奠
定良好素质基础。

刘晓敏和学生在一起

潘菊：做“麦田”幸福的守望者
个人简介：潘菊，泗县雪枫小学高级教师，安徽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宿州市第一届最
美班主任，宿州市优秀教师，宿州市骨干教师，县十佳模范教师，县先进教育工作者，泗县
名班主任工作室领衔人。
从教26年，潘菊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带着对教育事业的一腔热忱，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默默耕耘，留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脚印，谱写下执着、严谨、求实、关爱的动人篇章。
□黄溢群
心怀热爱  奔赴远方
班级管理可是一项“技术活”，为了更好地管理班级，多年来，潘菊从未停止打磨自己。她
经常与其他班主任交流班级管理方法，还订阅了《德育报》《班主任》，购买了《班主任工
作漫谈》《第56号教室的奇迹》等专业书报，潜心阅读、积极践行。努力终有收获，潘菊所
带的班级班风正、学风浓，先后获得“泗县优秀少先队集体”“宿州市优秀少先队集体”荣
誉称号；潘菊个人也被评为“宿州市第一届最美班主任”；2021年12月，潘菊参加宿州市班
主任基本功大赛荣获一等奖。
在管理好班级的同时，潘菊不忘深耕自己的语文教学。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她积极参加省、
市、县组织的各级教师培训，潜心阅读《小学语文教学》《小学语文教师》等专业书刊，研
读《语文课程标准》（2022版），关注“银河成长班”“右手语文”“人民教材培训”等微
信公众号，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教育教学一类比赛，潘菊都积极参
加，她在省、市、县级微课大赛和优质课大赛、基本功大赛、教育教学技能大赛中屡创佳
绩。
“人生如棋，我愿为卒，行动虽慢，谁曾见我后退一步。”潘菊以坚持为基，热爱为力，一
步一步奔赴教育教学的诗与远方。
倾注爱心  播种希望
如园丁渴望每一朵花儿欣然绽放，如农民渴望每一棵庄稼都颗粒饱满，潘菊关爱每一个学
生，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茁壮成长。
小宇是潘菊班里一个非常特殊的学生，阳光开朗的他春节放爆竹不慎被炸伤，从此失去右
手，也失去了往日灿烂的笑容。他总是穿着长袖衣服，遮住手臂，默默地坐着，不想说话。
潘菊决定用爱点燃小宇的希望之火。潘菊与小宇妈妈多次沟通，共同寻找驱散小宇自卑之霾
的“良方”。潘菊常开展积极心理班会，通过正向的引导、伙伴的力量帮助小宇乐观面对生
活。小宇在习作上有畏难情绪，潘菊就给他买了许多课外书，其中包括许多励志类书籍，渐
渐地，小宇会书面表达了，每次小宇写出语言流畅、感情真挚的习作，潘菊总是绘声绘色地
读给大家听，那时的小宇眼里总是闪着动人的亮光。
二十多年的坚守、操劳，潘菊经常颈椎酸痛、咽喉肿痛，受尽煎熬，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对教
育事业的热爱。每当节日到来，当她收到学生们、家长们那暖暖的节日祝福时，心中的幸福
感便如江河水一样滔滔不绝。
传承红色  立德树人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广大学子爱国情怀，2020年9月，泗县雪枫小学决定编写红色校本教
材，潘菊主动请缨，承担主编任务。几经周折，编写工作历时半年，2021年3月，红色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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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雪白千里 枫红万年》终于出版印刷，全体师生人手一册。紧接着，潘菊又着手打造
学校的“雪枫长廊”，让浓厚的校园红色文化浸润学生的心灵。
潘菊带着学生们参观雪枫长廊，阅读红色校本教材，感受将军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她还依
托校本教材进行拓展延伸，充分挖掘泗县红色文化“富矿”，对学生进行红色教育，并通过
主题演讲、社会实践、知识问答等方式，落实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情况，通过多元评价，激发
学生传承红色基因的积极性。
潘菊把红色作为立德树人的鲜亮底色。2021年，她写的案例《风雨淬炼中一抹燃烧的红》在
中国教育报融媒体刊登；2022年，她的论文《让红色成为思政课堂的鲜亮底色》荣获县一等
奖。
依托活动  绽放个性
潘菊以活动为画笔，在学生们成长的画布上描绘着赤橙黄绿青蓝紫。学校的社团活动，她鼓
励学生们根据爱好选择项目，通过社团活动张扬个性。学校组织的班级合唱比赛、跳绳比
赛、眼保健操比赛、优秀作业评比、体育运动会等活动，潘菊都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并尽己
所能做好赛前辅导，依托活动达到最佳育人效果。
省、市、县开展的读书活动、电脑制作活动、写字比赛、科技大赛等，她更是不辞辛苦地指
导孩子进行细节上的打磨再打磨、优化再优化，她想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小星星，一闪一闪
亮晶晶。功夫不负有心人，潘菊所带的学生在省、市、县各级各类比赛中也屡创佳绩，学生
们更加自信自强了！
真诚交流  携手共育
在与家长的沟通交流中，潘菊以诚相待，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与家长进行交流。
自宿州市“万师访万家”活动开展以来，潘菊积极响应活动精神，与家长们的交流更加频
繁。她通过上门走访、网络访问、电话访问等形式，对班级学生的家访做到了全覆盖。
昊昊是班里的留守未成年人，父母外出打工，爷爷租房带他上学。孩子性格活泼、爱发言、
思维敏捷，可有段时间，上课时总是打瞌睡，无精打采。潘菊与昊昊的爷爷交流，才知道孩
子总是以查资料为理由，玩手机游戏，每天睡得都很晚，甚至凌晨一点才睡，爷爷批评，他
就大吵大闹。潘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赶紧联系远在外地的孩子妈妈，并与昊昊的爷爷
共同商讨改变孩子的方法。在学校里，潘菊时刻关注昊昊，用所学的心理学知识对孩子进行
疏导。这个过程是艰难的，反反复复，潘菊不知打了多少次电话，不知和昊昊多少次交流谈
心，再难她也不放弃。就这样坚持着，昊昊慢慢变了，又是那个爱发言、爱思考的小男孩
了。昊昊的妈妈也真诚感谢道：“潘老师，多亏了您一直督促，感谢您的良苦用心，感谢您
没有放弃我家的孩子……”
一次次的沟通交流，家长们深深感受到潘菊对学生们无私的爱，提起潘老师，家长们总是啧
啧称赞。
在多年的班主任工作中，潘菊忙碌着、快乐着。她知道要想让学生飞得更高更远，自己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但她相信：只要俯下身子，一心为了学生，倾情注爱，砥砺深耕，那一定可
以守好“麦田”，品尝收获的幸福！
潘菊和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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