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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游戏是创造力孵化场
“我们常说游戏很重要，但游戏绝

不仅仅是玩玩而已，关键在于如何让孩
子们在游戏中获得发展。”论坛伊始，作
为主持人的慈溪市实验幼儿园副园长
宓玉燕就点出了本次论坛的主旨。

金虹青以幼儿园沙水游戏为例，讲
述孩子们在搭“金字塔”时，从最初堆出

“尖顶沙坡”到通过资料查询、同伴讨
论，最终发现金字塔“四个锥面汇于尖
顶”的结构特征，并尝试用手拍、脚踩、
工具按压等多种方式调整沙堆形态，每
一次失败都是在验证假设，每一次调整
都是在重构认知，这就是创造力的萌芽
状态。

事实上，创造力与科学思维并不是
互不相干的两条平行线，两者是相辅相
成、互相成就的。

郑新苗形象地将创造力与科学思
维比作DNA双螺旋链，创造力提供横
向广度，科学思维赋予纵向深度：创造
力让孩子突破常规，以新颖方式解决问
题，而科学思维则基于实证与逻辑，通
过观察、假设、验证等流程理解规律。

“现在，我们幼儿园老师都很强调儿童
视角，带着儿童视角去聚焦问题，在跟
儿童相处中，要引导他们去思考和解决
问题。”

老师在其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那么，在户外游戏中，老师应该如

何做才能更好地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
科学思维呢？园长们也给出了自己的建
议。

金虹青提出，首先要建立一种“共
生型”的师幼关系，也就是老师和孩子
成为朋友，一起在游戏过程中成长，形
成互相滋养状态，在这个过程中，老师
要保持对孩子的好奇心的敏感度。

吴桢映则强调环境作为“第三位老
师”的作用：在他们幼儿园里，十亩用地
被改造成“微缩大自然”，小山坡、果树
林、水池、农田构成开放式探索场域。当
孩子在真实的土地上挖沟渠、种植物，
获得的不仅是动作发展，更是对生态系
统的认知。

郑新苗补充了教师观察后的支持
策略：当现场等待无法解决问题时，后
续可通过一对一或小组方式搭建“脚手
架”（如提供信息线索、组织讨论），引导
儿童自行思考解决方案，而非直接给出
答案，这样能让成功体验加倍深刻。

让户外探索从园所延至生活
面对家长“如何支持户外游戏”的

困惑，郑新苗为家长支了三招：第一招
是勇敢放手，家长应相信孩子解决问题

的能力，允许孩子在安全前提下于花园、
公园里“撒野”；第二招是保护好奇好问，
当孩子遇到问题时，避免盲目插手，转而
给予尝试机会，欣赏探索过程，引导表达
发现，保护探究天性；第三招是投入“真
陪伴”，在孩子游戏过程中，家长应作为

“游戏伙伴”参与其中，适时提供引导和
支持，共享探索的乐趣与挑战。

金虹青也特别强调了“真陪伴”的
重要性，呼吁家长抵制“人在心不在”的
虚假陪伴，全身心投入与孩子的互动和

游戏中。
论坛尾声，三位幼教专家以精炼的

语句为这场关于“游戏力量”的思想碰
撞画上句点。金虹青园长说：“和孩子一
起玩吧！在游戏中启迪科学思维，在探
索中绽放无限创造。”吴桢映园长说：

“鼓励孩子们的奇思妙想，保护他们在
千万次的试错中成长为有科学精神的
主动探索者。”郑新苗园长说：“让我们
回到儿童，成为儿童，共享游戏新生
态。”

立法新章：
共育责任从模糊到明晰

今年6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前教育法》强调了家庭在学前
教育中的责任。林红认为，《学前教育
法》中的相关规定打破了“以机构为中
心”的传统教育思维，将儿童发展置于
家庭、幼儿园、社区构成的生活网络
中，体现了“保育教育结合、生活体验
与社会化发展并重”的现代学前教育
理念。

提到教育合力，林晓萍亦深有感
触。“举个例子，小朋友特别喜欢跟老
师和小伙伴分享家里的事情，也很喜
欢把幼儿园学的本领展示给爸爸妈妈
看。这些行为对孩子的表达能力、自信
心等的培养都很有益，正是家园共育
的体现，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作
用。”她还以小时候妈妈带她种树、老
师带她晨跑的难忘记忆，印证家园共
育的深远影响。

胡蓉则表示，学前教育并不是幼儿
园单方面的责任，而需要广大家庭共同
参与，“家长才是永不下岗的班主任。”
她以“港湾”为喻，强调家庭在儿童成长
中的情感基石作用：童年记忆中那些温
馨的陪伴画面，会成为孩子一生的情感
宝藏。家长应积极履行教育责任，为孩
子创造温馨、有爱的成长环境。

痛点破解：
家长对共育“又爱又恨”？

“对于家园共育活动，有的家长表
示‘又爱又恨’。”胡蓉抛出的现实矛盾
引发共鸣。

对于家园共育活动，林晓萍观察
到，“家”“园”之间存在的矛盾本质是

“视角差异”：幼儿园从专业角度认为家
园共育活动是课程延伸，而家长不一定
理解这一点，反而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
产生抵触心理。“有的家长会觉得，我都
已经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了，上班也挺忙
的，怎么还要我来参加这些活动？”

林红分享了一个案例：曾有家长
因不堪活动压力申请转园。她认为这
样的案例警示幼儿园必须反思：是否
把家长当成了被动执行者？她认为，破
解困境的关键在于“换位思考”——幼
儿园在组织家园共育活动时应多站在
家长角度思考问题，如通过加强交流，
让家长理解活动背后的意义，从而积极
参与。

创新实践：
从“观摩者”变为“共建者”

对于如何促使家长从“打卡式参
与”走向“深度共育”的问题，园长们也
分享了各具特色的园本化探索。

李玲飞展示了宁波市实验幼儿园“分

层设计”的家长开放日模式：托小班聚焦
“高质量亲子陪伴”，通过互动游戏让家长
体验陪伴技巧；中班转向“成长发现”，发
放观察表格引导家长解读孩子的游戏行
为；大班则开展“辩论赛”等深度参与活
动，让家长亲眼见证孩子的思维能力。

林红也以家长开放日活动为例进
行了分享：宁波市李惠利幼儿园将家长
开放日与园本节日融合，推出“亲子定
向运动会”，家长、孩子、老师共同策划
赛事流程，有的负责采购，有的设计奖
牌，有的制定规则……这个过程增进了

亲子感情，也让家长看到了孩子的成
长，并感受到了活动的价值和意义。

论坛最后，四位园长也对家园共育
的未来发展表达了期望。林红希望政策
落地能进一步推动教育合力的形成；李
玲飞强调尊重差异，每个家庭应有独特
的共育节奏；林晓萍认为创新形式是关
键，要让家长参与变得自然而非负担；
胡蓉总结道，儿童成长是“圆心”，所有
探索都要回归支持孩子发展这一根本，
期待各园所带着启发继续前行，书写更
多温暖的教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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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针对学

前教育内容的相关规定，强调了游戏的重要性。第三场论坛中，宁波市启文幼儿园园长金虹青、慈溪市实验幼儿园园长吴桢

映、镇海区镇海宝山幼儿园园长郑新苗围绕“户外游戏：儿童创造力与科学思维发展的火力引擎”主题展开深度对话，揭示

了户外游戏如何成为培养儿童创造力与科学思维的核心载体。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吴正彬

为啥说会玩的孩子有创造力

“换位思考”可破家园共育痛点
在幼儿的教育中，家庭究竟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又该如何与幼儿园携手共促孩子的成长？第四场论坛中，宁波

市李惠利幼儿园园长林红、宁波市实验幼儿园园长李玲飞、江北区中心幼儿园园长林晓萍、北仑区实验幼儿园园长

胡蓉四位资深幼教专家，围绕“从‘打卡式’亲子活动走向深度共育”主题展开对话，剖析家园共育的现实困境，探索

从形式参与到内涵融合的实践路径。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吴正彬

从右至左分别为宓玉燕、郑新苗、金虹青、吴桢映。记者 林涵茜 摄

从右至左分别为胡蓉、李玲飞、林红、林晓萍。记者 林涵茜 摄

■“共育筑基，行为启程”系列报道④

■“共育筑基，行为启程”系列报道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