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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午间，陕西省榆林市定边
县第五幼儿园（以下简称“定边五
幼”）里，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有的
站在滚筒上用脚驾驭滚筒向前向
后；有的爬上梯子拉住绳索从索道
上滑下来；有的在饲养区喂养鸵鸟、
孔雀、山羊、兔子等动物；还有的用
积木搭建大炮、滑梯、小火车……老
师们则在一旁仔细观察、认真记
录，适时进行指导、保护。

这是定边五幼以“安吉游戏”
理念开展保教活动的场景，也是定
边县推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定边县将发展学前教
育作为补齐短板、奠基未来的基础
性工程，以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为导向，积极践行“安吉游戏”理
念，以保教质量的提升向“幼有优
育”目标持续迈进。

▶提高保教质量从告别“假游
戏”开始

位于陕甘宁蒙四省（区）交界
处的定边县，共有各类幼儿园 61
所。近年来，面对富裕、绿色、文
明、幸福、魅力“五个定边”的发展
定位和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广
泛需求，定边县教育和体育局瞄准

幼有优育的目标，着力推进学前教
育高质量发展。

定边县教学研究室幼教股股
长乔巧梅记得，10年前从小学转岗
到幼儿园的时候，全县园所数量不
足、条件有限，每个班的孩子多达
四五十人。“为了让他们端端正正
地坐在长条凳上听讲，老师们上课
做得最多的动作就是用手拍讲桌
以维持秩序……”乔巧梅说，从那
时起，全县幼儿园开始纠正办学中
的“小学化”倾向，“我们老师逐渐
尝试以游戏代替教学。”

“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游戏活
动是一种‘假游戏’，因为主要还
是以老师的讲为主，幼儿自主活
动几乎看不到。”定边县教体局副
局长李立辉说，“看到教育部推广
实施‘安吉游戏’的计划后，我们
对此进行了深入调研学习，获批
成为全国首批试验区后，按照部
级试点园、县级试点园、乡镇试点
园分层推进，开始了一边学习一
边探索的过程。”

定边县教体局基教三股股长
李丰说：“‘安吉游戏’提倡将游
戏的自主权还给儿童，让儿童在
游戏中学习、表达想法。因此，
优化园所环境、转变保教方式、

完善教研机制等，是我们当时重
点考虑的几个方面。”为此，定边
县教体局制定实施方案，以三放
两守（行政放手园长、园长放手
教师、教师放手幼儿，守住政策
红线、守住安全底线）、三思两研
（思 考 儿 童 、思 考 教 研 、思 考 管
理，开展区域、园级教研）、三支
两回（支持游戏、支持儿童、支持
教师，回归本真、回归自然）、三
学两做（向政策学习、向实践学
习、向儿童学习，做儿童的倾听
者、追随者）的核心思路，全面推
进学前教育质量提升：户外打造
以坡地、沟壑、草地等为主的自
然游戏区，室内活动室和走廊不
再 设 定 玩 法 和 功 能 ；要 求 教 师

“管住手，管住嘴，睁开眼”，通过
观 察 儿 童 的 言 行 ，进 而 了 解 儿
童，发现儿童的发展规律；在此
基础上，全县开展区域、园级大
教研活动，为幼儿的后继学习和
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此外，定边县委、县政府不断
加大学前教育公用经费、教师待
遇、项目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增加
优质、普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
2020 年至今累计投入 1.2 亿元，新
增学位 2880 个，学前三年毛入园

率99%；提高普惠性民办园奖补标
准，将保育员、保教员的津贴提高
到 600 元每班每月；完善以职级制
为核心的校园长管理机制，幼儿教
师职称评审、骨干评选不再参考教
案、论文、课题等，而是聚焦班级观
察、师幼互动、一对一倾听等方面
的实际表现。

▶因校制宜，“我的游戏我
做主”

2020年底，定边五幼被确立为
“安吉游戏”推广试点园，经过多次
调研、分析，决定以优化儿童游戏
的硬件环境为切入口积极开展保
教质量大提升。“我们打通场地分
割，充分利用沙、水、泥、土、树木等
大自然中最基本的元素打造游戏
场地，按照‘蚂蚁文化’先后打造了

‘蚂蚁网’‘蚂蚁红船’、夯土迷宫、
空中木屋等多个冒险项目，还建造
了‘阳光温棚’和动物饲养园供儿
童参与蔬菜种植和动物照料。”园
长周恩宏说，“为了激发儿童的生
存本领，园里还把工程队废弃的水
罐改造成陕北窑洞，窑洞中有土
炕、带有风箱的灶台和一些古老的
生活用品，孩子们在这里可以亲身
体验古老的生活经验。”

始建于 1956 年的定边县幼儿
园目前是省级示范幼儿园，占地面
积6181.3平方米，随着在园幼儿持
续增加，生均活动空间愈显局促。
为此，该园立足全域视角拓展空
间，打造户外、室内的双建构游戏
体验场域。“我们在优化户外沙水、
生活、艺术创想、骑行、积木、红砖
建构区的同时，将各楼层可利用的
区域打造成室内搭建区、体能锻炼
区、公共阅读区，还将科探室改造
为现代化厨房，与户外传统生活互
补。”园长胡燕说，在此基础上，幼
儿园购置各类积木、万能工匠、爬
梯、红砖、平衡木等游戏材料供儿

童随时取用，还添置储物架、器材
推车、可移动水杯架等材料柜，提
升材料收纳功能。

作为一所乡镇园，白泥井镇海
子梁春墨幼儿园创建了沙水、骑
行、涂鸦等 8 个户外自主游戏活动
区域，添置了组合攀爬架、炭烧积
木、“安吉”箱等多种游戏材料，为
幼儿创造探索挑战的游戏条件。
园长任志谋认为，常规的游戏活动
时间太紧凑，很多时候孩子们刚刚
进入状态就得赶紧结束进入下一
个活动环节，“对此，我们将幼儿一
日作息时间‘化零为整’，将同一区
域活动时间从一周逐渐调整为一
个月，增加了时间的弹性，确保幼
儿能与环境、材料、同伴进行深度
体验和交流。”

“以前的保教活动中，幼儿基
本是在老师的预设场景下进行游
戏，严格来说这是一种束缚。”安边
镇中心幼儿园园长赵玉斌说，在

“安吉游戏”理念的引领下，该园着
重转变教师保教观念，在活动区设
置的材料和玩法、幼儿对材料的选
择和利用、幼儿游戏的兴趣点等多
方面开展教研，通过相互观摩、参
与式评议等方式，切实转变教师对
游戏活动的主导，让幼儿“我的游
戏我做主”。

创建于 2016 年的定边县爱儿
堡幼儿园，在寻找办园特色的过程
中经历了长时间的迷茫，当定边县
成为“安吉游戏”试验区后，园长姚
瑞终于看到了“希望的灯塔”，主动
申请成为全县首批民办试点园。

“我们摒弃了以前的集体教育，让
教师从设计‘五大领域’目标活动
如何开展，转变为观察环境是否安
全、材料是否充分、幼儿是否自主
游戏……”姚瑞说，每次游戏结束
后，幼儿将游戏的内容、感受画出
来展示在墙上，教师随后用文字记
录自己在游戏观察中的发现，通过

师幼互动的方式提升自主学习和
表达能力。

▶从“学得好不好”到“玩得
好不好”

冬日晴天，定边县白泥井镇衣
食梁幼儿园里的沙柳、栾树、龙爪
槐、丝棉木、白杨树与功能各异的
游戏区交相辉映，形成了一个自然
野趣的游戏场。园长屈亚飞告诉
记者，作为移民搬迁社区配建园，
除了按照“安吉游戏”理念做好幼
儿的保教活动外，还因地制宜地开
展家园共育工作：建立家长服务中
心，提供家团交流沟通的场所；开
展家长培训活动，传达“安吉游戏”
教育理念；组织家长进园体验幼儿
园一日生活，了解自主游戏……

“经过一两年的努力，家长们开始
将关注点从‘孩子学得好不好’转
移到‘孩子玩得好不好’，为我们进
一步提高保教质量营造了良好的
氛围。”屈亚飞说。

从按功能划分的游戏区域到开
放式游戏场地，从单一的陈旧玩具
到多样的游戏材料，从关注怎样教
到关注幼儿怎样学……三年来，定
边县教体局成功将“以游戏为基本
活动”的理念落地。“保教活动更加
丰富了、教师素养更大提升了，幼儿
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得到了充分发
挥。”李立辉说，如今，全县以试点园
为引领，以“名园+”为驱动，纵深推
进学前教育提质发展。

“以前的我倾向于弹、唱、跳之
类的技能教学，如今，我更多地通
过观察来了解孩子们的学习和发
展。”定边五幼教师胡慧说，“安吉
游戏”理念的落实，让她重新思考
自身角色定位，给了她专业成长的
机会和挑战。而在定边县幼儿园
副园长王永丽看来，现在的保教活
动不仅让教师从预设游戏、准备教
玩具中解放出来专注于幼儿行为
观察、分析、研究，更让孩子们从自
主游戏中找到了同伴交流的机会、
当众表达的勇气和取得成功的喜
悦。谈起孩子的变化，家长们滔滔
不绝：“珂珂是个内向的孩子，经过
一学期的幼儿园生活，他变得更加
自信活泼了”“‘安吉游戏’锻炼了
孩子的大脑思维，我觉得这个理念
很有必要延续下去”……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安吉
游戏’理念武装学前教育，用一以
贯之的坚守助力学前教育工作再
上台阶，为定边县域教育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李立辉说。

文化浸润，让校园美育“无声”

始建于 1957 年的秦岭小学原
为航空企业子校，近年来，该校逐
渐形成了“逐梦蓝天 真·美秦小”
的校园文化，不断探索“五育融通，
美育无界”的秦小育人之路。

据校长金青介绍，学校坚持三
级课程体系协同推进原则，构建了
具有航空文化烙印的“一机两翼
真·美课程”体系，致力于打造品
美、艺美、慧美、勤美、体美、心美、
创美、行美、校美、食美的“十美课
程”，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红纸对折，两边对齐，注意手
指压的力度和平整度……”在秦岭
小学剪纸社团，美术教师薛勇军借
助同步投影仪，指导学生剪窗花；

“河水向东流，青山笑人愁，年少的
梦年少的愿在心底发芽……”合唱
社团的学生们欢快地排练《梦想
家》，手工社团的学生则尝试进行
手工编织……“我已经学会编织小
蜜蜂、小兔子，以后还想学做其他
动物，我很喜欢，也很开心。”该校

学生赵欣蕊说。
为促进美育均衡发展，秦岭

小学还承担了对桑镇中心小学、
汤坊中心小学的帮扶工作，体音
美骨干教师通过送课、点评、指
导、座谈等形式开展送教送培活
动，助力乡村小学美育提升。这
也是兴平市推进美育发展的一个
重要方式——强化教育发展共同
体在美育质量提升中的作用，建
立“手拉手”交流帮扶机制，逐步
缩小城乡学校美育差距。“我们
将美育浸润作为德育铸魂、智育
固本、体育强身、劳育淬炼的发
力点，希望以此全方位提升学生
认 识 美 、欣 赏 美 、创 造 美 的 能
力。”兴平市教育局副局长叶江
飞说。

与秦岭小学一样，兴平市实
验小学也承担了帮扶乡镇学校的
任务，每学期都会为陕玻小学、
田阜中心校送教。据了解，在自
身的美育探索中，实验小学提出

“和 美 文 化 ”，坚 持 以“和 ”为 基
调，共建和谐校园，以“美”为文

化 追 求 ，建 美 校 、塑 美 师 、育 美
生。步入实验小学，色彩搭配和
谐的门厅、楼体，一草一木的选
择和栽培、花木标识牌的设计，
无不体现美的匠心。

一走进兴平市陕柴小学，一
股浓郁的书香气息扑面而来：校
园的文化长廊里，张贴着寓意深
刻的古代小故事；楼梯和走廊两
边 墙 壁 上 ，悬 挂 着 励 志 名 言 和
读 书 标 语 ；教 学 楼 大 厅 的 快 乐

“ 悦 ”读 吧 ，摆 满 了 种 类 齐 全 的
图书……校园里目之所及皆为书

香，行之所至皆为书影。“丁零零”
的铃声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
古诗词诵读声——这是陕柴小学
打造以“阅无止境，读领未来”为
主题的书香校园、让学生感受中
华文化之美的真实写照。校长赵
鹏辉介绍说：“为了让学生最大程
度浸润在诗词之美中，我们将小
学语文新课标中的 75 首古诗词制
作成课前铃声循环播放，学生随
口跟读，即时记忆，打造独具特色
的校园铃声。”

评价引领，让美育处处彰显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
华发……”“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
望，射天狼……”临近期末，一场

“跨越古今”的舞台剧正在兴平市
电务处学校的东坡文化小剧场进
行着，这是该校开展美育的一项创
新探索。“我们希望学生在表演的
过程中能够将苏轼诗词入脑入心，
学习作者的家国情怀和文学家品
质。”校长张文辉说。

成为咸阳市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试点学校以来，电务处学
校以探索美育评价为抓手，聚焦课
程教学、实践活动、校园文化、艺术
展演“四位一体”美育工作总思路，
构建“一生一艺”艺术素养提升课
程体系，开发“美在东坡”校园美育
读本，推动“大美育”理念与各学科
深入融合。同时，该校完善“东坡
星级少年”评价机制，成立美育评
价改革工作办公室，建立学生成长
档案，对标学生美育评价细则，每
学期开展“东坡少年”评选活动，以
德、智、体、美、劳五项评价为基础，
对应开展明礼少年、尚学少年、活
力少年、唯美少年、勤勉少年评选
活动，综合培养学生发现美、感受
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
力，潜移默化促进学生健康、快乐
成长。

电务处学校的做法是兴平市
探索学校美育的一个缩影。“《教育
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
动的通知》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学校
美育工作、强化美育的育人功能提
供了根本遵循。”兴平市教育局局
长王敏说，“尝试开展新时代美育
评价改革，是我们探索的一个重要
方向。”

兴平市实验幼儿园以“5+X”
多元评价体系为抓手，结合“亲自
然”保教体系建设，将美的教育渗
透在幼儿成长的方方面面。比如
在“自然中的动物”活动里，教师通

过自主分享、手工制作、体能游戏
等方式带领孩子们调查昆虫的种
类及生长习性，适时引导他们学习
团结协作、不畏困难、尊重自然的
美好品质；学习成果小剧场借助角
色扮演游戏，引导孩子们感知“赠
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美好，在此过
程中对他们进行全方位评价。“在
不断探索游戏、研究幼儿以及评价
反思的实践中，教师们也与幼儿一
起成长，逐步提升了专业素养。”史
王平说。

丰富样态，让美育在实践中深化

坐落于兴平市南关西路的逸
夫小学，多年来坚持“以美育人”，
先后投资 70 余万元建设 8 个艺术
类专用教室，成立围棋、拉丁舞等
35 个社团，大力发展美育，获得了

陕西省艺术教育示范学校、“美育
星光”戏剧戏曲课程进校园试点校
等荣誉称号。

美育硕果的背后是艰辛的探
索。“2017 年被定为陕西省第二批
戏剧戏曲课程进校园试点学校后，
我们面临着没有教材、缺少经验、
师资匮乏的困难，而且对戏曲进校
园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该以怎样的
形式向学生普及戏曲知识等思考
不够……”逸夫小学校长张雷说，
面对诸多困惑，管理团队反复调
研、尝试，最终于 2018 年成立戏剧
戏曲社团，充分发掘社会资源，聘
请秦腔表演艺术家进校园担任社
团辅导员，弥补师资力量上的不
足，并同步开发戏剧戏曲校本课
程。“如今，戏剧戏曲社团已经成
为我们学校的王牌社团，先后排
演了《花木兰》《红灯记》《看女》等
剧目，还举办了首届戏剧戏曲节，
被邀请参加咸阳市 2024 年春节联

欢 晚 会 ，大 家 心 里 别 提 多 高 兴
了。”张雷说。

在兴平，像逸夫小学这样的美
育实践探索“遍地开花”：

金城第一学校着力打造“清·
远”文化，探索“清雅美育”课程，
通过舞蹈、书法、绘画、剪纸等一
系列社团活动教会学生欣赏美、
创造美、表达美、传承美。“为了给
学生提供展示自己的平台，我们
举办了首届‘清雅启美’校园艺术
节，学生们的亮眼表现更坚定了
学校持续深化美育的决心。”校长
杨佳社说。

实验小学结合“和美”文化主
题，开设了古筝、啦啦操、合唱、美
术、舞蹈等文化艺术类社团，让特
色社团成为了“育美”的重要阵
地。此外，全员运动会、“六一”艺

术节、合唱比赛、美术及手工作品
展等丰富的校园活动无不为学生
们提供了展示自我、体验美的机
会。“得益于特色美育实践，师生们
近年来屡获省市奖项，今后我们将
利用信息技术探索多样化的美育
方法，更好满足学生成长需求。”校
长王歌宁说。

电务处学校依托“家长学校”
等平台，鼓励家长带领学生在博物
馆、科技馆中感受文明之美；秦岭
小学面向全体教师开展“秀外慧
中，巧手迎新”庆元旦文化艺术学
科周展示活动，让教师们也能在工
作之余感受编织、书法、绘画等的
魅力，提升教师审美素养……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整
合教育资源，凝聚育人合力，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大力提升学生美育
素养及核心素养，加快全市教育高
质量建设步伐，办好群众满意的教
育。”王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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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平市秦岭小学剪纸社团的学生们在学着剪窗花兴平市秦岭小学剪纸社团的学生们在学着剪窗花

定边县安边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过独木桥定边县安边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过独木桥定边县第五幼儿园的孩子们在玩荡绳定边县第五幼儿园的孩子们在玩荡绳

兴平市逸夫小学戏剧戏曲社团的学生在表演剧目兴平市逸夫小学戏剧戏曲社团的学生在表演剧目《《看女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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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法课堂上挥洒笔墨，在剪纸社团中制作窗花；在诵读中

感受传统文化之美，在植物课程中感知自然之美……记者近日

走进陕西省咸阳兴平市多所学校，看到一个个美育场景让学生

们在课堂内外时时“与美相遇”。

近年来，兴平市瞄准“正德优学 美好教育”目标，以“学风

美、校园美、文化美、生态美”为载体，深化教育改革，突出办学

特色，让“美的教育”浸润师生心灵。

““我的游戏我的游戏 ””我我做做主主
——榆林市定边县学前教育提质发展见闻

□本报记者 孙永涛 雷思佳 魏淑敏

定边县爱儿堡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搭积木定边县爱儿堡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搭积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