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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
周刊

村娃有了新家园

日前， 曲江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在新园所
里快乐游戏。 这所公办园位于江西省丰城市曲
江集镇新区， 建筑面积6958平方米， 拥有20个
教室， 益智玩具齐全。 园内全塑胶场地上有大
型玩具和沙池、 水池。 “给孩子一个环境， 让
他们去体验， 在游戏中锻炼身体、 增长智力。”
这是曲江中心幼儿园的育人宗旨。

丰城市4至6岁的幼儿有五万余人， 其中很
多是农村留守儿童。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幼儿教
育的需求， 该市2011年出台专项文件， 明确3
年内在全市32个乡镇 （街办） 建成32所以上公
办中心幼儿园， 分三批完成。 截至目前， 这个
建设目标基本完成， 村娃们有了自己的新家
园。

本报记者 鲍效农 摄

笠微评

同属非义务教育，财政何故偏心

事件：
据报道， 2015年， 北京市市级财政预

计将在学前教育中支出2.86亿元， 而高中教
育支出则为7.07亿元， 是前者的两倍多。 对
此， 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幼君发问： 同样不属
于义务教育， 为何明显厚此薄彼？
点评：

王幼君认为， 一般行业里， 年轻夫妇的
收入普遍低于中年人， 加上幼儿园收费较
高， 政府资金如此投入， 会让本就经济紧张
的年轻人负担加重。 同属非义务教育， 财政
投入差距这么大， 说得过去吗？ 大量研究表
明， 学前教育不仅有利于幼儿自身发展，
而且对整个家庭和社会都有促进作用， 一
些发达国家已经把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作为经
济增长重要手段。 相比于许多国家， 我国对
于学前教育的投入比例还很低， 历史欠账多
是导致“入园难”、 “入园贵” 的重要原因。
人大代表此问， 问出了民意， 也提醒政府部
门做财政预算时要想想， 心里应有一杆怎样
的秤。

破解“入园贵”需从源头着手

事件：
虽然政策允许“单独二孩”， 但据中新

网调查， 许多夫妻因养孩子压力太大不想要
二胎， 很多幼儿园学费都远超大学。 谢女士
表示， 自己孩子在北京四环某小区读私立双
语幼儿园， 一个月学费3400元， 饭费一天
20元， 学杂费一年1600元， 基本上一个人
的工资都给了幼儿园； 而公办幼儿园则“入
园难”， 去了三次都被拒了。
点评：

公办园性价比高， 但数量少、 “入园
难”； 民办园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幼儿
入园问题， 但优质学位仍供不应求、 “入园
贵”。 要改变这一现状， 还需从源头着手，
解决幼儿园优质学位供需矛盾。 教育是介于
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
具有一定的公益性， 如果单纯靠政府兴办，
显然压力过大； 但若任由市场调节， 就可能
变为纯粹的营利机构， 丧失了公益性。 为了
满足老百姓对优质普惠学位的需求， 政府要
加大财政投入、 加快发展公办园、 积极扶持
普惠性民办园， 加紧对政府与市场合作办园
之路的探索， 充分将“有形的手” 和“无形
的手” 结合， 才能破解“入园贵” 难题。

岂能从幼儿口中“夺食”

事件：
日前， 《经视大调查》 记者突访了湖南

省邵阳县岩口铺镇幼儿园， 看到幼儿都在吃
着仅有萝卜汤和米饭的“汤泡饭”。 在这所
有270个孩子的幼儿园里， 每天竟然只采购
10斤肉， 账簿上却被虚构成四五十斤。 据
计算， 通过克扣伙食费， 幼儿园每天能净赚
500元。
点评：

该事件一经爆出，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愤
怒， 呼吁严惩幼儿园， 也有不少网友指出，
自己孩子所在的幼儿园就是这样的伙食。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 明确规
定， 在膳食营养方面， 托幼机构应根据儿童
生理需求制定膳食计划， “食物要多样化且
合理搭配”。 然而， 有些黑心幼儿园却为谋
私利， 罔顾幼儿利益， 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
顾， 从弱小的幼儿口中“夺食”， 良心何在？
幼儿园饮食规范问题， 不仅需要良心园方，
也需要相关管理部门将国家工作规范落到实
处， 加强监管。

幼儿园变工地，孩子安全谁买单

事件：
轰鸣的电钻， 横竖交错的脚手架， 施工

材料到处堆积……俨然成为施工现场的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东升幼儿园内， 却随处可见幼
儿活跃的身影。 据报道， 该园老楼因外墙脱
落正在进行装修， 幼儿却照常上课。
点评：

幼儿园变工地， 嘈杂的空间中， 幼儿基
本的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保证， 更别提良好
的学习环境了。 虽然园方称有两教一保专门
看管， 防止幼儿发生意外， 但即便如此， 幼
儿人数众多， 且好奇心强， 天性好动， 万一
脱离教师视线发生意外， 会造成难以挽回的
后果。 退一步讲， 即使看管得当， 但施工现
场粉尘飞扬， 各种材料散发异味， 轰鸣声不
绝于耳， 难保不会对幼儿健康产生影响。 作
为幼儿主要活动场所之一， 幼儿园有责任营
造安全、 舒适的教育环境。 工期不过三天，
放假又何妨？ 对待幼儿安全问题， 来不得一
丝疏忽。

（实习生 李清）

在学前教育快速发展的
过程中，很多地方利用中小学
布局调整后的闲置资源，激励
各校兴办幼儿园。这种举措盘
活了农村幼教，但在发展中也
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农村校办园占很大
比例的吉林省，学前教育研
究人员通过走访和调查，提
出了一些农村校办园发展
中急需关注的问题。 本系列
将分为案例篇、调查篇（上、
下）、对策篇进行报道。

———编者

■于明晶

农村中心校附设的幼儿园作为学
前教育资源的组成部分， 在满足适龄
幼儿就学需求、 提高幼儿入园率等方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一直以来， 这
类幼儿园达标困难， 具体难在哪里？

带着疑问， 我们抽调了一所幼儿
园。 园舍是砖瓦平房， 学习环境跟小
学差不多， 显著不同的是， 墙上涂了
一些卡通画， 挂了一些彩色纸条。 玩
具很少， 墙角堆放着几个呼啦圈。

走进教室， 只见小朋友们坐在
差不多与他们齐腰高的小板凳上，
面前是长条的课桌， 他们穿着棉袄
棉裤， 脸蛋像红苹果。 有的孩子因
感冒， 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 有
的孩子瞪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客人。 教
师赶紧招呼孩子们背诵诗词， “锄禾
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稚嫩的童音充满了整
个教室。

黑板上左侧田字方格内写着拼音
字母， 右侧写着“3+5=？”。 校长说：

“我们也想成天领着孩子玩， 那多轻

松啊， 但是不教知识不行啊， 农民不
像城里的知识分子， 孩子回家他们第
一件事就是问今天会背什么诗、 几加
几等于几， 咱们不教点知识， 家长就
把孩子送到个体幼儿园了。”

环顾教室四周， 一半的墙壁被烟
熏成了抽象的水墨画。 一位调研的同
事感慨道： “这样的环境能把人带回
30年前的记忆， 农村的变化太慢了，
与市内示范幼儿园差距实在太大了。”

孩子们饮水的杯子是白色铁茶缸
儿， 没有盖子， 扣在白木架子上。 架
子中间栓了一条细绳， 密密地挨着挂
了十来条毛巾， 干干的、 硬硬的， 似
乎不常用， 有人问： “饭前便后洗手
能做到吗？” 教师的回答是没有流动
的水洗手， 接一盆水大家洗， 然后换
水再洗两次。

图书有新有旧。 我们问孩子们：
“喜欢看书吗？” 他们说： “老师不让
动。” 教师不好意思地说： “孩子小，
怕他们撕扯。” 校长忙解释： “乡下
条件差， 收费也低， 伙食费刚够， 有
的孩子在家不吃饭， 说学校饭菜香，
全靠在学校的饭。 除去各种花销， 幼

儿园就挤不出钱来添置物品了。” 调
研的同志谁都没再言语， 大家心事重
重。

提到伙食， 大家转到了厨房， 只
见白菜、 土豆堆在墙角。 问厨房管理
员每日饮食是否留样， 他说： “留样

没啥必要， 我们都跟着吃， 谁还能给
自己下毒？” 校长狠狠瞪了管理员一
眼： “我咋教导你的？ 这是程序， 上
边就这么要求的， 就你废话多！” 校
长满脸不高兴， 管理员费解地挠着
头。

中心校也为幼儿园的孩子们安排
了午休室， 房间中央燃着炉子， 接了
几节炉筒子， 贯穿了教室的大半个空
间， 虽然炉火很旺， 但是午休室的犄
角旮旯温度不高， 教师忙说： “午睡
时不能脱衣服， 大家挤在一起， 盖上
小被子， 不会冷的。”

午休室的床铺是铁床， 分上下
铺， 床与床紧挨着连成大床， 校长说
这样安全。 小班幼儿在下铺， 学前
班、 大班幼儿在上铺。 上铺足有1.5
米高， 调研的一位同志问： “学前
班、 大班的孩子也就六七岁， 这么高
的床上来下去安全吗？ 特别是刚刚睡
醒的孩子， 迷迷糊糊的， 可千万要当
心啊！” 校长忙解释： “多数孩子不
睡午觉。” 看班教师忙补充： “因为
去厕所不方便， 孩子们热呼呼地起
来， 跑到操场那边的室外厕所容易感

冒， 所以也就不特意要求孩子们午睡
了， 要是能有室内厕所就好了。” 校
长扭头看了说话的教师一眼， 不耐烦
地说： “修室内厕所？ 需要钱呐， 钱
从哪里来？ 比他们再大一年的小学生
在哪里睡？ 是不是全都趴在桌上午
睡？ 所以你们用用心， 中午别犯懒，
好好哄哄孩子们玩玩， 将就一下， 一
晃一两年就过来了， 还犯得着花那些
钱么？”

调研的同志实在忍不住了： “一
晃这几年， 正是幼儿身心发育最重要
的时间， 千万不能把幼儿当成小不点
儿的学生， 儿童每个阶段都有他们的
发展规律， 要办幼儿园就要有条件，
没有条件不能上。” 校长急了： “幼
儿园是非义务教育， 不管咋说还有点
收费， 小学都是免学费的， 没有幼儿
园这边撑着， 学校更是没了收入， 那
就推不开门了。”

大家面面相觑， 听了校长自相矛
盾的一番话， 一切都清楚了： 中心校
把幼儿教育当成了摇钱树！

（作者单位： 吉林省四平市教育
科学研究所）

一位基层教研员的所见所闻———

农村校办园为何难达标

笠特别策划·聚焦农村校办园发展现状系列报道（案例篇）

笠记者走园

“这几年
的专业提升，
得益于从培训
研修中汲取源
源 不 断 的 营
养。 ”马凤梅充
满感情地说，
研修学习让她
专业成长一年
一个台阶 ，也
让她找到了职
业幸福感。

马凤梅： 研修助职业发展“三级跳”
■本报记者 胡航宇

“在树林里， 住着一位老奶奶……老
奶奶把好听的故事包在粽子里， 每包一
个粽子， 都要在里头讲一个故事……谁
吃了粽子谁就会讲故事……” 一堂 《粽
子里的故事》 在重庆市石柱县下路镇小
学附属幼儿园园长马凤梅绘声绘色的讲
述中徐徐展开……精彩的故事情节， 图
文并茂的教材， 充满爱的能量传递， 让
现场学员和孩子们都沉浸其中。

“两年前， 对绘本教学， 我还是一问
三不知呢。 这几年的专业提升， 得益于从
培训研修中汲取源源不断的营养。” 马凤
梅充满感情地说， 研修学习让她专业成长
一年一个台阶， 也让她找到了职业幸福
感。

从音乐科班转岗幼儿教师

从重庆师范学院音乐舞蹈专业毕业的
第二年， 她在并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安排到
幼教岗位。 “面对孩子们， 我哭过， 也想
过放弃。” 抱着走一步是一步的想法， 在
老教师的带领下， 她也学着老式的上课方

法， “教孩子写字、 做算术题， 其实就
是典型的小学化。” 每天面对空空如白
纸的教室墙面， 听着重复不断的上课、
下课铃声， “那时候觉得上班的日子真
枯燥乏味！”

谈起第一次培训， 马凤梅说： “我
仿佛置身梦中， 听不懂教授、 老师们在
讲什么， 每天都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坐在
教室里， 去是什么样， 回园后还是什么
样。”

2011年在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参
加的重庆市农村幼儿园“转岗教师” 培
训， 成为她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说起那
时， 她记忆犹新。

那段时间， 因个人琐事， 她心情很
糟糕。 加之对专业不熟悉， 不敢回答问
题， 每次的课前十分钟也不敢上去跟大
家一起互动， “成为被大家遗忘的角
落”。 马凤梅说。

从门外汉成长为专业能手

改变来自在北碚区实验幼儿园顶岗
培训期间。 “那是一种别样的幼儿教育
方式， 带给我怦然心动的感觉。”

那里每天都有很多新鲜事： 怎样设计
半日活动和一日活动？ 如何开展幼儿五大
领域课程？ 幼儿园教室的墙壁不再是白晃
晃一片， 可以有花有草， 可以五颜六色。
“不仅专业知识得到了充实， 而且感受到
了幼教的魅力。” 说到此， 马凤梅眼里有
了光亮。

带着参加培训的“余热”， 第二年马
凤梅又参加了国家扶贫开发区县 （石柱
县） 普惠性幼儿园教师送教培训， 并当
上了班长。 班主任周霞老师介绍， “她
像换了个人似的”， 学习期间， 她带领学
员到各个幼儿园参观， 在专家的讲座结
束后， 如果负责老师没到， 她会主动上
台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她还代表学员用
绘本教学上展示课。 “绘本对于我们石
柱来说是一个新事物， 以前从未有人上
过这样的课。 既然是学员展示课， 成功
与否都是次要， 失败就是经验。” 那一
年， 马凤梅第一次被评为优秀学员。

从专业骨干到教学管理能手

“在国培中， 我不仅收获着， 更进步
着。” 2012年， 马凤梅被县教委评为学前

教育“先进个人”， 在石柱县第二届幼儿园
青年教师主题活动赛课中荣获一等奖。 职
业发展的“摔打”， 使马凤梅从一个稚嫩的
教师“出落” 为具有丰富教学管理经验的
园长。 如今， 在石柱幼儿教育的圈子中，
马凤梅已小有名气。

2014年12月， 马凤梅第三次参加了
“国培计划” 送教石柱县的培训。 无论是在
开班典礼上， 还是做游戏推荐和自荐班长
时， 她都表现得胸有成竹， 落落大方。 当
老师提问出现冷场时， 她会主动站起来回
答；教研活动中，她会有条不紊地分析课堂
中老师们运用了哪些方法和策略。“幼教改
革正当前，园长老师都不闲，天天扭倒（四川
话，意为非要跟着）要培训，表扬！ 好学精神
要发扬，下次培训来不来？ 必须的。 ”这是马
凤梅在结业典礼上和老师们一起排练的三
句半“说培训”。

回到幼儿园的马凤梅， 带领学校及片
区的幼儿园一起做教研活动， 研讨学前幼
儿发展评价的过程和方法， 积极探寻具有
农村乡镇幼儿园特色的“活” 路子， 从而
让乡镇幼儿园的区域活动“活起来”。

“现在， 我才觉得自己做的是真正的幼
教。” 马凤梅自信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