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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施教， 她巧妙组织活动把班级 “小霸王” 变成 “小博士”
■爱心施教， 她总结出 “四多” 教学法陶冶孩子们的情操
■因材施教， 她巧借糖纸引导孩子们发现生活中的美
■无私授艺， 她自创 “引推退” 三字经带出多名幼教骨干
■她就是全国优秀教师、 “京城魅力教师”、 北京市第一幼儿园教师———

魅力幼教郭琛

用爱心教会孩子去发现美

园丁风采

教学、 教研、 组织活动、 观
察孩子、 与家长沟通……郭琛很
忙， 作为一名幼儿教育工作者，
从1993年参加工作以来， 21年中
她一直坚守在幼教的第一线， 从
一个18岁的年轻教师慢慢成长为
北京市市级骨干教师 。 她常说：
“幼儿教育是一份平凡的职业 ，
但我既然选择了它， 就甘愿做一
片 ‘绿叶’， 默默奉献自己的热
情和智慧。”

因人施教
把“小霸王”变成“小博士”

“教育工作是一门艺术 ， 只
有严爱相济， 才可赢得孩子的信
赖。” 参加工作以来， 郭琛从年
轻时对孩子自然的喜爱转化为对
孩子真心的无类别的爱， 不管是
出众的、 平凡的、 还是乖巧、 顽
皮的 ， 不管是 “金凤凰 ” 还是
“丑小鸭”， 郭琛都会努力寻找和
捕捉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趁势表
扬， 促其发光。

曾经有个小男孩儿， 名字叫
小海。 这是个特别淘气的孩子，
在班里打人、 破坏玩具， 小朋友
都怕他。 因为颇有些 “小霸王”
的气势， 他在班上也没有朋友。
郭琛注意到这个情况， 与家长沟
通情况后了解到， 小海生活在单
亲家庭。 母亲因为自己离婚， 感
觉对不起孩子， 在平时的相处中
对小海很娇纵， 养成了小海这样
的脾气。

“我们一起努力 ， 让孩子慢
慢转变吧！” 郭琛与小海的母亲
这样约定。

在此后的教学中， 郭琛通过
仔细观察发现， 小海在安静时大
多都是自己看书， 而且多是科学
类书籍。 与小海的母亲交流后，
小海妈妈说： “没错， 他爱看科
学探索类节目。”

郭琛灵机一动， 在班里设置
了 “我是小博士” 的活动环节，
每天午饭前， 让小朋友提出不懂
的问题 ， 再由知道的小朋友回
答。 比如天空为什么是蓝的？ 轮
船是铁做的为什么能浮在海面？
为什么花有不同的颜色……问题
五花八门。 每每问到科学类的问
题时， 小海就特别兴奋， 凡是他
知道的 ， 他就热情地给大家解
答 。 慢慢地 ， 在别的小朋友心
中， 对小海的印象转变了。 因为
小海 “什么都知道”， 在小朋友
中变得有威信。 后来， 小海发展
得很好。 郭琛依然和小海及小海

的母亲保持着联系。

爱心施教
用“四多”法陶冶孩子情操

幼儿园老师与小学 、 中学 、
大学老师不一样， 面对的是年龄
很小的小朋友， 生活习惯， 社会
习惯都没有养成， 这就特别需要
老师的爱心。

在幼儿园， 保育和教育是共
同进行的， 有时候发现有的小朋
友吃的特别慢， 或突然不吃， 就
要找原因。 比如小班的小朋友吃
的慢， 可能是因为不会拿餐具，
老师就要教他， 拿瓶子给小狗喂
豆豆， 豆豆是用纸团做的， 在游
戏中锻炼孩子的吃饭能力。 有些
小朋友不会咀嚼 ， 只会用前牙
嚼， 所以吃饭很慢， 这样的小朋
友就要与家长沟通， 让他们回家
也要养成正确的咀嚼习惯； 在幼
儿园吃饭时， 则用语言引导， 把
好吃的放在口腔后面， 老师用手
触摸有鼓包的地方， 告诉他们，

用这里嚼。 孩子会挑食， 遇到孩
子不爱吃的食物， 不能硬要求孩
子吃 ， 而是少给一口 ， 孩子吃
了， 再表扬他们， 也许可以再添
一点。

对小朋友的生活如此， 教育
方面更是如此。 郭老师一直潜心
进行幼儿艺术教育研究， 尝试艺
术领域与其他领域 （健康 、 语
言、 科学、 社会） 之间的相互沟
通和有机结合， 最大程度发挥学
前艺术教育的整体优化效应。

在教学过程中， 郭琛还总结
出了 “四多” 的教育引导方法，
即： 多谈心、 多家访、 多帮助、
多鼓励， 让他们感受到被爱的快
乐。

因材施教
借助糖纸引导孩子发现美

有一次， 郭琛带着孩子们玩
滑梯。 滑梯原本是孩子们特别喜
欢的大型游艺设施， 可是那次，
有几个孩子突然不玩儿了， 在旁

边叽叽咕咕。 郭琛仔细一看， 原
来他们在摆弄糖纸。 这是有家长
从国外带回的糖， 吃完后， 因为
糖纸漂亮 ， 孩子们聚在一起研
究。

“小朋友们通过透明的糖纸
看世界， 啊， 颜色变了！ 孩子的
发现特别美。”

郭琛抓住这个细节， 进行了
一系列以糖纸为主题的活动。 活
动让孩子对糖纸进行分类， 比如
有普通的纸、 塑料的纸、 锡箔的
纸； 有带小动物的， 有其他图案
的……

“这就促进了孩子分类的能
力。”

孩子还可以用手去摸， 感受
糖纸的质地， 纸的软， 锡箔的很
滑， 这就发展了孩子的触觉。

除此之外， 还可以用糖纸叠
蝴蝶结 ， 纸王子 、 公主 、 小酒
杯， 小酒杯倒过来就是裙子， 在
这个过程中既玩儿得开心， 又锻
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 想象力和
观察力。

郭琛说 ： “幼儿的艺术教
育 ， 并不是艺术领域的技能培
养， 而是更强调孩子的丰富的情
感体验， 在艺术学习的过程中提
高人文素养。 促进孩子终身可持
续的发展， 懂艺术的人通常更热
爱生活、 享受生活， 最终目的并
不是让孩子学会某些技能， 而是
让孩子拥有发现美的眼睛， 还有
感受美的心灵。”

糖纸在大人眼里是微不足道
的， 但正是孩子的兴趣、 老师的
思考， 给了糖纸新的生命力， 使
糖纸不再是废纸。

无私授艺
总结出“引推退”授徒经

郭琛是教研组长， 她深知教
学研究对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
的重要性， 因此， 不但积极带领
教师开展园本课程研究， 而且手
把手带徒弟， 把自己的所学、 所
知 ，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幼教新
兵。 在师傅这一岗位上， 她总结
出 “引、 推、 退” 的三字策略：
引： 即师傅正确的引导， 帮助徒
弟找到努力的方向； 推： 即师傅
智慧的助推， 促使徒弟成长的更

快； 退： 即师傅适时的后退， 发
挥徒弟的才能， 培养自信。

郭琛曾有个徒弟， 用她的话
说 “非常漂亮”。 这名徒弟在幼
儿师范主修舞蹈课程， 幼儿园所
有活动跳舞都由她展示， 但钢琴
却不突出， 几乎不能伴奏。 郭琛
在这上面动了些心思。

“我要做一些观摩课 ， 你得
给我配课， 咱得弹弹琴啊。” 郭
琛说。

“师傅， 您让我跳什么舞都
行 ， 弹琴我真是一点自信都没
有。” 徒弟说。

怎么办呢？ 郭琛把所有小班
需要伴奏的歌都谱好， 俩人一起
练。

“就是让她从小班做起 ， 慢
慢练， 找到感觉， 再一起探索这
个歌曲用什么伴奏型孩子更喜
欢。”

那段时间， 下班后或午休的
时候， 两个人就泡在音乐教室，
反复练琴。 慢慢地， 这个徒弟喜
欢上了弹琴， 后来还自己买了架
琴， 天天在家练。

眼看她练得差不多了， 郭琛
跟她说 ： “给你一个重要的活
儿。 过两天有个北京市的观摩活
动 ， 我要唱一首歌 ， 你给我伴
奏。”

“啊， 老师， 我行吗？” 徒弟
一惊。

“没 问 题 ， 顺 利 弹 下 来 就
行。” 郭琛轻描淡写地说。

最终， 那堂观摩课顺利完成
了， 这个徒弟在弹琴方面变得非
常有自信， 再也不像以前弹琴时
手会抖。

“师傅， 是您逼的我吧！” 独
立后， 徒弟这样说。

郭琛说， 推， 推动她， 适时
的时候， 我往后撤一撤， 给她锻
炼的机会。

因为用心传授， 郭琛不仅培
养出本园徒弟20余名， 其中， 市
级骨干教师1名， 区级骨干教师2
名， 园级骨干教师10余名； 而且
担任其他园所教师的帮带工作，
多次在市、 区开放自己的观摩活
动， 分享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
充分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 为东
城区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发展奉献
着自己的力量。

9月 10日是第 30个教师节 ，
也是援藏教师刘玉叶度过的最特
殊的一个教师节 ， 没有鲜花礼
物 ， 也没有铺天盖地的短信祝
福， 但是这位原本援藏一年的女
教 师 ， 却 做 出 了 一 个 重 要 决
定———提前续任， 本期援藏结束
后再留在拉萨教学一年， “就为
了那些孩子渴求知识的眼神。”

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北京信息
工程学院附属中学的刘玉叶是一
位有着12年教龄的高三政治老

师， 虽然来到拉萨市北京实验中
学才短短一周多， 但她已经凭借
独特的教学方法受到了当地师生
的欢迎， 不少同学科老师专门前
去旁听她的教学。

“当地孩子对于背书都特别
认真 ， 但是在理解力上稍微差
点。” 刘玉叶说， 眼下高三年级
正在学习哲学部分的课程， 当地
的学生对于一些哲学概念的理解
比较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 刘玉
叶翻阅了大量西藏典籍， 积累了

一批当地人耳熟能详的历史典
故， 把哲学理论和这些典故融合
在一起讲给孩子们听， 收到了较
好效果。

没有鲜花， 也没有礼物， 甚
至祝福的话语都没有听到 ， 不
过 ， 刘玉叶心里依然感到很欣
慰， “这里的孩子那种对知识的
渴求和对学习的认真态度打动了
我。” 刘玉叶告诉笔者， 与大城
市的孩子相比， 这里的孩子更淳
朴， 也更认真， 他们羞于表达自

己的感情， 把对老师的尊敬和喜
爱化作学习的动力， 用更认真的
听课和回答问题来回报老师 。
“那种真挚的感情从他们的眼睛
里就能看出， 那是大城市里的孩
子欠缺的。” 刘玉叶说。

带着对雪域高原的向往， 刘
玉叶来到拉萨援藏， 原本想在拉
萨完成一年的教学活动后就回北
京， 但短短一周多的教学后， 刘
玉叶暗暗下了一个决心， 再留任
一年。 “相比这里的美景， 孩子

们的真诚更能打动我。”
9月10日晚上 ， 北京队和八

一队的篮球运动员们将在拉萨
举 行 比 赛 ， 不 过 ， 作 为 资 深
篮 球 迷 的 刘 玉 叶 却 不 能 前 去
观看 。 “其实援藏指挥部给了
观赛票 ， 但不巧的是今晚我有
课。” 刘玉叶说， 球赛以后还能
看录像 ， 但孩子们的课耽误不
起， 咱既然代表北京来援藏， 就
一定要把孩子们教好， 不能丢了
北京人的脸。

被学生感动 援藏教师提前决定续任 □宋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