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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教研·校园

“5S”管理是日本丰田公司开创的一种现场管理

办法，分为五个步骤“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

前三个步骤是行动，第四个步骤是结果，第五个步骤

是升华 ，整个5S管理的最终结果是塑造一个优美和

谐的环境，使职工得到一种环境暗示，达到同化的作

用，同时通过系统细致地检查，强化首遇责任。笔者

觉得，这一管理方法同样适用学校及班级的管理，让

每一位教职工都参与到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中，强

化学生自主管理，引导学生在不断地、积极地评价中

提高素养，从而明白程序和责任的重要性，坚定提升

自我管理技能，磨炼独立自主品格。

以四大理念为指引，强势推进并一以贯之

一是明确一种理念。先僵化，削足适履；再固

化，形成制度；最后优化，走出最适合本校的路。

二是注重两个结合。班级“5S”管理与值日班

长轮流制相结合，与“一日三整”长期坚持相结合。

三是开好三个会议。召开全体学生动员大会，以

便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召开班级小干部培训会，以便

明确监控要求；召开每周一次的实施情况总结会。

四是落实四项督查。值日班长时时查；大队干

部天天查；班主任针对性查；值周教师突击查。

明确具体操作流程 事事有据可依

（一）整肃班级环境：要与不要，一留一弃。

（二）明确实训要求：何时何地，何人何为。

（三）建立两套班子：常任轮流，优势互补。

（四）强化日常督查：突击检查，明察秋毫。

（五）定期总结表彰：周评月评，激励成长。

（六）向学生家庭延伸：形成合力，巩固效果。

效能评估 引导学生不断提高素养

学生对班级工作更热心——时时事事有人管：

在传统班级中，负责班级事务的只是少部分学生，

其他人只是观众，这种模式很难唤起全体学生对班

集体事物的热情和责任感，对班级的认同感也不强

烈。而内部矛盾和等级化是班级和谐的天然障

碍。在值日班长轮流体制中，全体学生都参与集体

事务，相互之间地位平等，机会均等，这将极大激发

学生的参与热情，增强其主人翁意识，提高班级内

部的向心力和集体荣誉感，从而为班集体的和谐发

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班级氛围更加融洽——学生既是管理主体又是
管理对象：在值日班长轮流体制下，每一位学生既是

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对象。这样的双重身份打破了

班干部与一般学生的阶层壁垒，长期担任干部的不

再高人一等，长期作为平民的将得到锻炼的机会。

这样的双重身份同样迫使个体必须去协调各种人际

关系，孤傲的必须学会妥协，孤僻的必须学会沟通。

在体制活力的激发下，融洽氛围显现、民主意识初

萌，个体正是在这样的角色转换中实现自身成熟的。

个体的创造潜能得以发挥——八仙过海，各显
神通：值日班长轮流制为每一位学生提供了均等的

展示舞台和竞争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为展示

自身管理才华、博得大家的认可而使出浑身解数，

借鉴管理经验、创新管理方式、协调人际关系……

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个体得到锻炼成长的

同时，班集体也走向一个良性循环。

被漠视的群体绽放光芒——后进生的自信心被
重新唤起：后进生是班级里的弱势群体，老师忽视、

同学漠视，长期的压抑使其自信心受挫。但后进生

也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值日班长轮流机制中他们

没有被排除在外，因此对来之不易的表现机会倍加

珍惜，在老师和同学的期待中闪光点不断被挖掘，言

行更加规范，管理班级事务有模有样，有的还光荣当

选月度“优秀值日班长”。在实施值日班长轮流制的

实践中，我们发现后进生并非后进，他们大多工作起

来更为专注，极力做好，以求达到自我实现。

推行学生自主管理
培育自信自律少年

遂昌县金岸小学 黄美娟

《幼儿园工作规程》指出，幼儿园应充分利用周围

的教育资源，注意幼儿的个体差异，因地制宜地组织

教育活动。在制定幼儿园园本课程方案时，教师应注

意课程方案尽可能地接近幼儿的实际生活，充分挖掘

和利用当地资源,把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活动、生活和游

戏相结合，促进幼儿园的全面发展。

用好“请进来走出去”，让幼儿的视野更广

农村幼儿园教育在当地资源丰富，但侧重点不

够、认识不清，开发利用形式单一。很多农村幼儿园，

孩子们几乎没有离开幼儿园活动的机会。我觉得，要

让孩子多一些见识，可以和小学、社区加强沟通合作，

利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像参观小学、组织走进

社区活动、参观敬老院、春游和秋游等活动。这样，不

仅可以扩大幼儿的视野，增加他们的知识，还能让他

们更好地了解社会。

“生活即是教育”，要利用好当地自然资源

在新教育规划的倡导下在新教育规划的倡导下，，幼儿园应当充分利用当幼儿园应当充分利用当

地的自然资源地的自然资源，，拓宽幼儿发展道路拓宽幼儿发展道路，，积极开发积极开发、、利用地利用地

方资源方资源，，开发适合并开发适合并用于幼儿用于幼儿、、幼儿园的教学资源幼儿园的教学资源。。

基于基于““生活即教育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形成整合性课程的理念形成整合性课程，，乡土乡土

资源在农村十分普遍资源在农村十分普遍，，如树叶如树叶、、房屋建筑房屋建筑、、土壤土壤、、农作农作

物等物等，，都可以作为教材使用都可以作为教材使用。。在教学中在教学中，，教师应结合教师应结合

当地的资源进行尝试性的引导，可以用绘画的方式来

描述，有利于激发幼儿的兴趣。例如，在“秋天的树

叶”活动之前，老师带领孩子们走进树林，鼓励他们找

到不同图案的叶子，把它们捡起来画画。通过实践和

描绘创作过程，它不仅可以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还可

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鼓励他们参与探索。

合理利用家长资源，真正实现家园共育

都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应该合理利

用家长资源，调动家长的积极性，配合幼儿园开展各

项活动。幼儿教师还应引导家长观察和体验当地的

人力资源和自然风光，同时注重对幼儿素质教育的培

养，通过适当的情感教育提高幼儿的审美情趣。开发

和利用资源的同时,还必须加强与家长的沟通,让家长

参与园本课程方案的研究和发展，鼓励家长了解幼儿

园的教育教学内容，同时积极参与教育，真正实现家

园共育，让每个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利用当地资源在农村幼儿园利用当地资源在农村幼儿园构建园本课程方案构建园本课程方案,,
不仅可以丰富幼儿的当地知识不仅可以丰富幼儿的当地知识,,可以让幼儿感受到当可以让幼儿感受到当

地文化特色地文化特色，，还能培养他们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还能培养他们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让他们让他们

在幼儿园活动更接近日常生活在幼儿园活动更接近日常生活,,增加学习的兴趣增加学习的兴趣。。

有效利用本土资源，开发园本特色课程
莲都区大港头镇中心幼儿园 王琅莉

安吉游戏理念的内涵与发展

“安吉游戏”是以“让游戏点亮孩子的生命”为信

念的游戏革命，在“安吉游戏”中，我们倡导把游戏的

主导权还给孩子，让孩子能够在自由、自主的游戏中，

获得经验、形成想法并表达见解，从而能够在游戏中

开发孩子自身最大的潜能。

遂昌县云峰街道中心幼儿园自授牌“安吉游戏”

实践园以来，努力践行着“安吉游戏”教育理念，贯彻

落实“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理念。教师从原来游戏

的发起者、主导者变为观察者，全体老师在边实践边

探索的过程中、摸索着、成长着、收获着。

“安吉游戏”理念下教师观察能力的提升策略

加强理论学习，转变孩子观念
“安吉游戏”理念的主要形式就是自主游戏，而在

这种理念下，教师的游戏观察能力亟待提升，为此，每

周一次雷打不动地安排“安吉游戏”主题背景下的教

师研训活动，一年多来围绕如何提升教师的游戏观察

能力，开展了近 20次大大小小的研训。通过反复不断

地教研推进，教师一点点理解“安吉游戏”精神，学习

客观观察和客观记录孩子的游戏行为。

养成观察习惯
老师要养成观察习惯，首先就是要弄清楚“为什

么”要观察，观察的意义在哪里？要在意识层面上提

升教师对游戏观察的重视。为此我们在教研活动中

组织教师讨论游戏观察时进行有效介入，在这样的讨

论交流中让教师们慢慢闭上嘴、睁大眼细致地观察孩

子游戏的重要性。在解放孩子天性的前提下，让孩子

自由地展开真游戏。

放手与退后
在孩子游戏时全权放手，相信孩子，还孩子拥有

玩什么、怎么玩、和谁玩、在哪里玩的自由权。游戏中

老师也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干预、干扰游戏的发

展和进程，放下对孩子游戏的期待和顾虑，学会耐心

等待。不去随意地介入到孩子的游戏中，停止对孩子

游戏的干扰，保障孩子最大限度地拥有组织和掌控自

己游戏的权利。让孩子感到：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小

世界，有能力妥善解决摆在面前的问题。

多维度观察、丰富观察策略
定个人或小组观察

在游戏观察时，教师可选择固定的一个人或者几

个人组成的小组作为观察的对象，进行连续性跟踪观

察，对观察对象在一定时间内游戏的状态及变化进行

完整的观察记录。

定材料观察

定材料观察是教师围绕同一种材料去观察孩子

们是如何使用和开展游戏的。观察孩子们同种材料

的多种不同玩法，也可以观察不同材料的同种玩法，

在观察记录游戏材料的过程中，发现孩子使用游戏材

料的创造力、想象力，会对孩子的游戏表现产生新的

理解。

定区域观察

定区域观察是指教师在某一个区域内，观察发生

在这个区域内的所有游戏活动，通过定区域观察能让

老师发现孩子在该区域内对于游戏类型的选择，以及

玩法创新等方面的表现。

多维度反思与评价
孩子游戏的价值不应只停留在让孩子乐一乐、玩

一玩上，而应根据孩子的发展水平、身心发展状况提

供多维度的评价标准，因材施教才能兼顾孩子的个

性发展。除了对于游戏的评价，教师也应时时反思，

反思不仅仅在理论观念的层面，更要在专业的基础上

将反思结果转化为实践。

综上所述，在“安吉游戏”教学理念下，教师必须

要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能够做游戏的“掌控者”和

“主导者”，而是要从加强理论学习、养成观察习惯、唤

醒观察意识、放手与退后、多维度观察、多维度反思等

角度出发，努力提升自身的游戏观察水平。

基于“安吉游戏”理念背景下
教师观察能力的提升策略

遂昌县云峰街道中心幼儿园 周玲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