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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复学之前 

徐则民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 特级教师 

 

 

 

 

 

 

 

 

 

 

 

“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得到了有效控制，人们也陆续按下了正常生活的“重

启键”。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是否可以在孩子重返校园前再聚焦思考一下

过去工作中所坚持的、所疑惑的，以及在特殊时期里所尝试的、所收获的，从而

为上海学前教育的后续发展“储备能量”？下面先和大家分享由疫情引发的对教

研工作的反思。 

 

一、利用信息技术拓展教研路径 

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两个多月的宅家时间，让网络成为教育工作者的

重要平台。在线直播、网络会议、微信发布等多种渠道帮助教师完成了理论学习、

教学研究、资源共享、任务布置、教育宣传等诸多工作。 

3月 5日，由我们办公室发起的全市幼教教研员工作会议也在线上召开，来

自十六个区域的八十多位同行在各自家中参与同一话题的分享与研讨……当互

动交流不再拘泥于“面对面”，当我们不再奔波在赶会的路上并节省出很多寒暄

时光，当我们能够静心聆听发言，不因会场大小、位置远近而影响与会质量时，

我们有目共睹着速度、效率、覆盖面等多方面的变化，也最终引发教研人对未来

工作的思考。 

我们开始反思—— 

如何立足时代发展、运用当前上海基本达成的“家家有网”“园园通网”的

信息化设施设备，实现与上海近五万名幼儿教师的“直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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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望改变长期以来通过“参会的区级教研员—幼儿园园长或保教主任—

教研组长—教师”这唯一的“传播链”； 

我们尝试着让传递出去的教育理念、实践经验、研究成效不再因为一道又一

道的“口耳相传”而出现因理解偏差造成的信息传递失真，以及最终执行不力等

问题。 

2020 年 1 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幼特教部发起了一次有两万三

千余名教师参与的网络教研活动。在活动中，我们与教师共享一个幼儿游戏的小

视频，并基于视频与教师探讨：“你看到了什么？你会从哪些方面分析这几名幼

儿？”参与教研的教师不仅能直观地了解到市级教研部门近期关注的重点，尝试

着分析在游戏案例中不同幼儿的发展状态，还能在其他教师的评论中获得不一样

的视角与启发，这对提高教师信息接收的准确性和教研的主动性有着积极的影响。 

由此，我们确定，网络带来的不仅是技术上的革新，还有教研关系的调整、

教研形态的拓展以及教研意识的提升。今年是上海教育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率

先实现教育现代化是上海的目标。网络平台的开发与建设，网络教研的不断推进

和完善，定将成为支持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教师教育现代化理念与能力的重要手

段。 

 

二、可视化、结构化的演绎更利于讲清道理 

有道是“教育是一片云推动一片云，一棵树摇动一棵树”。其实，教研的实

质也是如此。长久以来，为了实现“一波人”努力影响“另一波人”的目的，很

多教研员在和园长、教师的相处中长期“语重心长”又“千叮万嘱”。然而，这

样的“苦口婆心”未必能让广大教师清楚地领会所要表达的意思，我们面临着“怎

样讲道理”，才能让大家既“听得懂”又“听得进”的巨大挑战。 

疫情期间，两个小视频引起了我的关注。一个视频以吹灭其中一根点燃的火

柴来演示“隔离的意义”；另一个视频以动画的形式说明疫情状态下存在 A、B、

C、D四类人群，如何区分人群、如何确保自己处于“最安全的人群”中，让人茅

塞顿开、一目了然，并发自内心地接受政府倡议，自觉做好隔离、宅家、卫生消

毒等工作。 

其实，现实生活中要激励教师突破“舒适区”、实现“自我改革”，本质上需

要教师心悦诚服地发现问题、接纳建议。为此，谁能“讲清道理”，谁能让教师

产生“错过可惜”的感受，谁就可能成为真正的“推动者”。这里，我们或许真

的需要在“如何讲道理”上下功夫。我以为，可视化的演绎、结构化的呈现能将



 3 / 7 

 

抽象的信息、思维、观点或理念进行具象的、有内在联系的诠释与传达，能让“道

理”变得浅显易懂、深入人心，从而推动教师更好地接受和内化。 

 

三、牵手好教师，为全市孩子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 

疫情期间，按照教育部的相关要求，上海基础教育、中职教育、高等教育分

别制定了在线教育指导意见，集中各个学科、各个年级的优质师资共同参与“网

课”录制。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探索与实践，它让全上海的孩子拥有了享受优质教

育资源的机会。 

尽管学前教育“不上网课”，但上海还是将专家、名师的力量汇集起来，利

用网络为家庭育儿提供了一系列专业、可操作的活动资源，助推家园合作与教师

成长。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利用网络技术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面对疫情，我们需要反思在当下的学前教育体系中，是否还有值得进一步

夯实的领域，是否还有一些亟需补充的内容。 

 

四、把健康教育落到实处 

在刚刚过去的两个多月中，“洗手”俨然成为人们牢记并认真执行的一件

事。关于洗手的视频、洗手“七步骤”也频频出现在电视、网络及各种报刊杂

志中。记忆中，类似的“重点宣传”出现在 2003年“非典”时期，但遗憾的

是，随着“非典”逐渐远离，曾经热衷的“勤洗手、戴口罩”也慢慢消退。 

17 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一次为求得一批口罩而翘首以待，为发现自己竟

然“不会洗手”而自惭形秽时，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不让历史重演”？至少，

我们需要自省，如何保障当下 3～6岁的幼儿在他们的成长中不再遗忘、不再

“重头再来”；我们需要“敲响警钟”，要将幼儿园“培养良好的生活卫生习

惯”真正落到实处，要帮助幼儿在人生的最初阶段形成“健康生活”的意识与

方式。这里所说的“健康生活”，不仅指个人良好卫生习惯的养成，还应包括

增强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 

  例如，长期以来我们会带领幼儿发现春夏秋冬的典型特征、感受四季轮换的

规律与美好，但我们很少引导幼儿去了解季节交替中存在着一些易发疾病的隐

患。类似“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秋季腹泻”等儿童常见疾病的认知，

一直以来都被看成是“大人管辖的范围，与小孩子无关”。而未来，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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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幼儿适当了解大千世界中存在一些不利健康的病毒，以及相关疾病的防范

知识、防范方法，我们是不是在促进幼儿更多地参与“自我保护”，而不仅仅

处在“被保护”的状态中？ 

又如，在以往“培养自我保护意识”的教育中，我们毋容置疑地将内容聚

焦于消防安全、防走失、保护身体隐私部位不受侵犯、保护五官等方面。而未

来，诸如公共电梯按钮使用后的自我清洁、外出就餐时的公筷使用、家中常用

卫生消毒用品的储备等，或许也应该是培养幼儿自我保护的重要内容吧。 

 

五、重视幼儿的社会性教育 

如果说，“健康”涉及人对自我的认知，那么“社会性”则是人对自己所

处的世界的认知与态度。两个多月的抗疫过程，加深了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解和体验，也 

提醒我们在未来教育中要更加重视社会领域的教育内容，关注孩子的社会性发

展。 

   例如，针对此次疫情，很多教育工作者都认为“引导幼儿关心时事，了解

自己生活的城市、国家和世界目前正在发生什么事，人们是怎样应对的，幼儿

可以做些什么”很有必要。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帮助幼儿感受不同职业和分工的重要性，为奋战在一

线的医护人员、警察、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逆行者”的勇敢行为感到骄

傲，激发爱祖国、爱家乡、爱社区的积极情感，培养同理心、归属感与民族自

豪感，懂得感恩；我们甚至可以和幼儿一起讨论规则制订甚至是规则变化的缘

由，让幼儿了解在特殊时期要处理“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即个人与国家

之间的关系），懂得遵守规则及“利己利人”的意义。 

对 3～6岁幼儿而言，尤其是大班幼儿，这些话题并不“遥远”，能让处于

“自然人”状态的幼儿萌发社会意识，为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奠定基

础。 

 

六、让孩子与自然和谐相处 

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学前教育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内容。而当下

这一影响世界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为幼儿获得这一领域的学习经验提供了契

机。很多学前教育工作者“顺势而为”，创编了很多关于蝙蝠的故事，帮助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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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了解蝙蝠的生活习性，懂得“滥食野生动物的危害”，从而建立“与自然和

平共处”的信念。 

今年 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禁止滥食野生动物的相关规定，曾经是

上海某区的特色美食“熏拉丝”（蟾蜍）将彻底退出食品市场。或许，这样的

美味佳肴曾经无数次出现在孩子的生活中，而当下就需要我们结合相关的新闻

视频，帮助幼儿理解“熏拉丝禁止上餐桌”背后的道理，从而推动幼儿理解

“保护大自然、尊重大自然、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还可以结合时

事、结合法律，让幼儿了解保护野生动物，尤其是保护濒危野生动物的重要

性，激发幼儿产生对大自然、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愿望与期待。 

 

这段日子，网络上诞生了“神兽”一词，既形象生动地刻画出孩子“充电

一分钟，能量八小时”的状态，也能让人“脑补”家长在面对不能出门的孩子

时抓狂焦虑、束手无策的神情。仔细想想家长的无所适从，虽是意料之外，但

也在“意料之中”。因为长期以来，很多家长习惯将孩子托付给老人、热衷把

孩子送进各种培训班，缺少实质意义上的亲子陪伴。 

 

七、亟待加强的家教指导 

当孩子必须宅家时，不少家长既不清楚可以鼓励孩子在家独自玩些什么、

干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与孩子愉快地共处。这样的尴尬境遇，在某种程度

上折射出这些年来有效家教指导的缺乏，至少我们还没有把更多的家长“武

装”成那个“能游刃有余地应对孩子、充分享受亲子时光”的人。 

不过，此次疫情期间各类媒介广泛推送的各种优质资源，如上海市教育学

会幼儿教育专业委员会与《上海托幼》杂志联手，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推出系列

专题《非常时期，科学育儿——幼教专家 de 育儿宝典》，将上海幼儿园课程实

践延伸至家庭的探索与实践，引发了我的思考。 

过去几年，各级教研部门、托幼机构皆开设了自己的官方微信平台，有组

织地定期推送着各种会议、活动的新闻播报，家长能从中了解大量的信息，但

对其教育理念的影响、教育方法的获得少之甚少。而特殊时期的“停课不停

学”，促使多个平台积极“转型”，每周甚至每日向家长介绍各种优质的育儿

资源，让广大家长“有米下锅”“有备无患”。这样的转变，让很多迷惘中的

家长拥有了希望，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并选取来自各个教育机构提供的活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4OTA3MjIxMg==&mid=2649746595&idx=1&sn=4078b76da1c1f679ffc6a828fd9b997b&chksm=883b3b98bf4cb28eba185ee130c7ada07f1cfa6e60b47c643260a8efd8f06bf37d2bf6b5e8f8&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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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内容，在一个个详尽的“价值分析”“温馨提示”中豁然开朗，也为一份份

熟悉又简单的材料设计背后所蕴含的智慧而赞叹不已…… 

为此我思考，面向社会的专业性体现与专业支持不应随着特殊时期的结束

而消失。复学后，可以将网上家庭教育指导行动和资源推送进行“整体策划与

架构”，并落实“常态化管理与推进”，为家长打造一个真正强大的“教育智

囊团”，让家长在伴随自家孩子逐渐长大的同时，不间断地收到具有针对性的

教育内容与教育建议，从而推动家长在热切关注幼儿成长的同时，建立对幼儿

的合理期望，成为那个“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的“高质量的陪伴者”，这

对我们传播学前教育的主流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意义。 

 

八、增强对危机事件的专业敏锐性与透明度 

疫情期间，我们由衷地敬佩医护人员中那些“吹哨者”，也感动于所有省

市的“逆行勇士”，深切体会到具备“专业敏锐性”的重要意义。其实，学前

教育事业同样面临“敏锐性”的挑战。 

园长、教师、保健医生、保育员等所有人员对幼儿身体异样特征的敏锐程

度，直接关系到幼儿的生命与健康。未来，加大培训力度、不断增强全体教职

员工在流行性疾病、食品安全、意外伤害等方面的预警意识和专业辨别能力；

定期组织专业急救能力的“实操演练”、落实急救物资的储备与及时更新，以

备在发生突发事件时采取正确到位的应对措施，降低伤害发生的概率，是幼儿

园教职员工的“必修课”。 

此外，疫情期间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也让我大受启发。正是由于政府及时

向社会播报疫情发展的态势，才使社会大众不信谣不传谣，而且对于政府采取

的各类管控措施保持一份理解与接纳。同样，当幼儿园面临危机事件时，对家

长以及所有教职员工保持信息公开透明，也是取得信任和支持、确保齐心协力

共渡难关的必要环节。 

 

九、对未来上海学前教育的总体期待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前教育工作者都在强调“幼儿是有能力、有自信

的学习者和沟通者”，其本意就是倡导教师信任幼儿、最大限度地鼓励幼儿在

属于自己的学习过程、成长经历中主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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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在未来教育中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把幼儿“交给时间”，确保幼儿在

拥有更充分的游戏时间、探索空间和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感性经验与能力提

升； 

我们还要努力将幼儿“交给大自然”，在用足“没有门槛”的资源、有效

落实“幼儿园户外活动两小时”的基础上，让幼儿在大量户外活动中学习自然

科学，因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会让幼儿更加珍惜自然，而且大自然的美能培养

幼儿的审美和艺术力，带给幼儿更宽广的胸怀，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另外，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需要牢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个体，他们不仅需要基本的生存保障，还需要有“幸福童年”的成长过程。所

以，切实落实“一日生活皆课程”理念、高质量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

精神，是确保幼儿在园一日生活品质的关键，也是提升幼儿“像孩子一样学习

与发展”的核心。 

为此，我们呼吁关注每个幼儿“快乐、自主、自信”地成长，努力提升教

师的观察识别能力，鼓励教师分析把握幼儿的学习特点，并立于儿童视角去理

解幼儿，有针对性地支持幼儿的进一步学习。这是教师所要具备的关键能力，

也是实现个性化教育的基础。 

同时，我们也在关注各种样态的教研活动质量，探索促进教研活动成就教

师“专业对话、专业反思”的要素与策略，期望全市一千六百余所幼儿园的五

千个以上的教研组能成为助推专业发展的“坚实阵地”。 

最后我想说，教育是需要不断完善与发展的。疫情启动的“暂停键”，不

是“停滞不前”，而是“蓄势待发”。立足疫情，每一位学前教育工作者需要

不断思考与调整：过去自己所坚持的，哪些对幼儿具有真正的价值？哪些为幼

儿和家长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支持？哪些值得被强化和拓展、重视和夯实，哪些

又需要被调整甚至淘汰？又如何将特殊时期的一些有效做法转化为常态予以发

扬和坚守…… 

如果这些问题能时时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指引我们不断修正自己的教育

理念与教育行为，我们的学前教育事业一定会更健康、更蓬勃地发展下去。 

 

本文选自《上海托幼》2020年 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