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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幼儿园的广大家长而
言，“幼小衔接”是一个让他们深
受困扰的话题。幼儿园里该不该
学算术和拼音？学，怕给孩子太
大压力，不学，又怕孩子上小学后
跟不上，很多家长为此纠结不
已。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
育法》第五十九条明确规定：幼儿
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
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
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
育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最大限
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
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
学习’，这正是我们践行‘行为课
程’的法律保障。如今，我们设
计的很多课程都是从幼儿的兴
趣和疑惑出发，将幼儿适应未来
要具备的经验和能力充分考虑
在内，最大程度发挥幼儿自身的
主动性和创造力。”一位幼儿园
园长这样表示。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特
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林兰认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
法》的施行，不仅是对既有教育
法律体系的一次重要补充，更是
儿童权利保障领域的一项重大
发展。在保障儿童权利与促进
儿童全面发展方面，《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展现出多层

次、全方位的立法理念。
林兰在自己多年的观察中

也看到了宁波学前素质教育的
亮点，她认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
以甬籍教育家张雪门教育思想
为指引，通过“品牌驱动、机制创
新、项目领衔、群组运行”方式全
力打造的宁波“行为课程”品牌，
该品牌将教育家精神赋予了新
时代的意义。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前教育法》落地，宁波市学前素
质教育也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这种阶段既有机遇也伴随着新
的挑战。机遇表现在从小学的
附庸，到真正具有独立价值的学
段，学前教育的属性、定位都真
正有法可依，教师通过游戏化的
课程保障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尊
重教育规律都成为必然，这对提
升学前教育专业化发展有重要
意义。另一方面，少子化时代的
到来，也为幼儿园带来新的压
力，在未来托幼一体以及全纳教
育都成为主流，这对于教师素养
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林
兰建议，面对新形势，宁波应进
一步凝练前期的学前素质教育
成果和经验，集中力量解决关乎
民生的根本问题，能够继续在赓
续教育家精神的基础上，与新时
代的需求接轨。 记者 吴正彬

当《学前教育法》遇上宁波“行为课程”：

看生活和游戏
如何解开“成长密码”

“幼儿园应当以学前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发展素质教育……”这是6
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中的明确规定，这一立法导向与宁波深耕多年
的学前教育实践不谋而合。

在宁波，以甬籍教育家张雪门“行为课程”理念为核心的学前素质教
育探索早已遍地开花——从余姚市四明幼儿园孩子化身“送奶员”的生
活游戏，到慈溪市白沙路幼儿园“南泥湾”生态乐园的泥地探索；从北仑
区辽河幼儿园新年游园会的民俗体验，到镇海区实验幼儿园延续10多
年的食育课程……宁波的“花朵”们正被“生活即教育，行为即课程”的理
念滋养，在游戏与实践中绽放独特光彩。

“送奶记”与“卖橙记”：
藏在生活行为里的
“成长魔法课”

数出10盒牛奶摆在一起，
用“尺子”量一下并做个记号，再
把其他的牛奶一盒一盒沿着“尺
子”摆，摆到记号处就意味着又
一个10盒……这是余姚市四明
幼儿园的孩子在“送奶员”活动
中自创的一个点数法，还没学过
算术的他们，用自己想出来的各
种奇特方法解决了清点牛奶的
问题。

“卖爱心橙”项目则是四明
幼儿园生活化课程的另一个典
范。当得知四川大凉山果农的
困境后，大班孩子在老师们的
帮助下策划了一场爱心义卖。
孩子们拎着精心包装的爱心橙
走进附近中学，热情地向学生
和老师们推销起橙子，最终不
仅解决了果农的燃眉之急，还
获得了非常可观的利润，而他
们又用这些利润为大凉山的几
百名幼儿购置了“六一”礼物，
最后还收到了对方的感谢信。

幼儿园园长孙如丹介绍，这
样的项目式学习始终贯穿着“在
环境中浸润、在活动中体验、在
行为中彰显”的课程理念，孩子
们在生活实践中自然埋下了沟
通、协作、责任、爱心等珍贵的

“种子”。
在孙如丹看来，素质教育理

念的践行离不开环境的保障，更
离不开教师的努力以及家长的
配合。为此，四明幼儿园利用现
有环境资源，因地制宜创设空
间，将游戏、合作、健康竞争与运
动共融，培养幼儿良好品德与综
合能力；同时，该园锚定“明理尚
德、明志笃行、明思博学、明远有
义”的教师队伍建设“航向”，为孩
子们的全面发展营造重要的“软
环境”基础；该园还邀请家长参
与“晨间体育运动”教研活动，并
坚持让家长入园接送，促进家长
加深对“行为课程”理念的理解。

百余所品牌园的别出心裁：
“点面结合”
推进学前素质教育

在宁波，四明幼儿园的探索并非
个例。2022年，《宁波市教育局关于推
进幼儿园品牌课程建设行动计划
（2022年-2025年）》正式发布，明确以
张雪门教育思想为指引，计划用四年
时间培育 10名教育家型领军园长、
100门品牌课程、1000名品牌课程实
践优秀教师。截至目前，宁波已选树
了三批共111所“行为课程”品牌实践
园，从城市到乡村，构建起覆盖全域的
学前素质教育实践网络。

在慈溪市白沙路街道中心幼儿园
的“南泥湾”生态乐园，14亩的自然场域
里，孩子们戴着护目镜用锯子组装板
凳，在泥探营用泥巴制作“砖块”，在饲
养营给新到的小马准备胡萝卜。野趣
盎然、自然灵动的“南泥湾”，用无数秘
密和宝藏吸引孩子们去发现、去探索。

北仑区辽河幼儿园的“童趣迎新”
活动则展现了课程生活化的另一种可
能。这场由大班孩子策划的新年游园
会，从确定“要吃冰糖葫芦”的美食主
题，到设计打卡集章表控制饮食，再
到亲手制作汤圆、糖画，孩子们全程
主导。

镇海区实验幼儿园的12年食育课
程更将生活与教育深度融合。在“米
粒小镇”，孩子们用“米粒币”购买自制
的粉团子，在食物博物馆探索“面包发
霉”的科学奥秘，甚至能自己根据“食
物金字塔”设计一日食谱。

从这些案例可见，宁波的“行为课
程”推广并非简单的经验复制，而是通
过“模块化驱动+圈层式实践”实现全
域提升：政策驱动模块明确品牌创建
的时间表；机制驱动模块通过“园所申
报-区县推荐-市级遴选”选树种子园；
荣誉驱动模块对合格园授予“行为课
程品牌园”称号。

“我们还建立了‘课程游戏化、生
活化、园本化、项目化’四个大圈层群，
每个群组由专家全程指导。”宁波市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种“点面结
合”的推进模式，让111所品牌园成为
辐射源，惠及全市20余万名儿童。

1 2 3 当法律为“玩泥巴”正名：
教育家精神被赋予新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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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参加“卖爱心橙”项目。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