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期：
“在孩子需要我的时候， 我

就在他们身后”

选择幼教行业， 对王哲雅来说似
乎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她从小就
喜欢当 “孩子王”， 喜欢孩子的纯净，
而且她有几个亲人都是中小学老师 ，
受到他们的感染， 她坚定地选择了幼
儿教师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2003年毕业后 ， 王哲雅进入北京
市丰台区第二幼儿园工作。 起初她是
一名普通的新教师， 忙着熟悉岗位职
责， 她经常提醒自己要站在儿童的视
角去理解、 接纳孩子， 她推崇的师幼
关系是 “在孩子需要我的时候， 我能
在他们身后默默地支持他们”。

童童刚进小班时， 对幼儿园生活
和老师还不熟悉， 有一天不小心把大
便蹭在裤子里。 晚上回到家， 爸爸发
现后忍不住责怪孩子 “为什么不敢和
老师说”。 第二天， 委屈的童童来园后
有点蔫， 眼神变得怯生生的。

王哲雅很快就发现童童的异常 ，
她耐心地询问出原因， 温柔地抱着童
童安慰， “没关系， 你随时都可以跟
老师说， 即使不小心拉在裤子里也没
事， 老师会帮你洗， 老师依然爱你。”
孩子紧张的小脸一下子就舒展开了 。
当晚， 童童骄傲地告诉爸爸， “爸爸，
王老师说了， 我就算搞脏裤子了她也
爱我。” 孩子的信任让王哲雅更加坚定
自己的育人理念， 要用爱去理解、 读
懂儿童， 帮助他们快乐成长。

王哲雅带小班时，会跟孩子先建立
信任关系，“让孩子接受我、 喜欢我，觉
得我会像妈妈一样爱护他们，他们才愿
意把内心想法和需求告诉我。” 到了中
大班， 她更注重行为习惯养成教育，会
像朋友似的跟幼儿相处，用浅显的话和
他们讲道理， 引导幼儿做好幼小衔接，
以便将来尽快适应小学生活。

20多年来， 王哲雅坚守学前教育
一线， 从未想过离开。 “一个好老师
不能脱离教学， 而且我很珍惜跟孩子
相处的时光， 这种感觉真的很幸福。”

进阶期：
运用拼插游戏 培养幼儿综

合素养

尽管如此， 但在很长时间内 ， 王

哲雅还没有展现出太多过人之处， 直
到2012年， 她遇到一个改变她整个职
业状态的机会。

“人家制作的插片作品真有创意，
我拍了照片给你瞧瞧。” “全国教书育
人楷模”、 时任丰台二幼园长游向红去
其他园所参观回来后， 向王哲雅聊起
一个细节， 本身就喜欢拼插游戏的王
哲雅顿时来了兴趣， 找来照片仔细研
究起来。

雪花插片是幼儿园里一种传统玩
具， 经济实惠， 可以随便拼插出不同
形状， 王哲雅经常带着幼儿玩， 但是
他们习惯搭建简单的平面造型， 从未
想过还能搭出立体作品。 园长的介绍
让她眼前一亮 ： “插片还能这么玩
呀！” 不服输的她觉得自己班的孩子也
可以做出来。

于是， 王哲雅先对着照片研究立
体拼插方法， 再教孩子们创作。 一年
后， 她带着班里孩子运用插片、 乐高
搭建拼插出很多立体作品， 向园里汇
报后， 园领导专门举办展览， 吸引全
园教师和幼儿前来观看。 看到其他小
朋友投来羡慕佩服的眼神， 孩子们乐
开了花， 那一刻， 她感受到满满的职
业成就感。

王哲雅没有满足于带幼儿插出立
体作品， 而是又开始琢磨拍摄微电影，
把拼插作品变成视频保留传播。 “游
戏是孩子的天性， 他们想让摆件动起
来， 这个想法启发了我， 慢慢想到拍
微电影的点子。”

王哲雅带着孩子们找来可以活动
的零件进行拼插，插好后采取定格动画
的形式，拍成一幅幅照片，再把所有照
片剪辑成视频，辅以故事旁白，一部微
电影就做好了。每部微电影大概需要拍
摄200多张照片，讲述一个小故事，从拼
插作品、拍照，到创编剧本、配音录制，
师生们共同完成微电影制作的全过程。
起初他们先有作品再制作，后来发展成
先写剧本再去准备， 甚至自己造景，让
整个画面更加丰富。

三年内，师生们共同制作了十多集
微电影，涉及垃圾分类、警察拯救走失
儿童等不同主题， 宛如项目式学习一
般，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出这
些微电影是以一群四五岁的幼儿为主
导制作的。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不仅
锻炼了创造力、 想象力和动手能力，还

提升了团队合作能力。
“我得以一步步的成长， 就是尊

重幼儿的兴趣， 进而满足他们的需求，
在此过程中实现教学相长。” 王哲雅感
慨道。

“我很感谢丰台二幼， 园里鼓励
教师根据兴趣去做自己喜欢的研究 ，
支持每一位教师的成长， 园领导给予
我很多支持， 不仅购置了大量插片材
料 ， 而且为我搭建了很多展示平台 ，
比如每学期会安排我为园里老师做培
训， 把我推上区级展示舞台、 参加国
培行动等等， 帮助我把班本特色一点
点变成园所特色。” 在领导的认可和支
持下， 王哲雅找到了职业奋斗的方向，
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 深入探索研究
学前教育教学方法。

深化期：
选用适合方式 为幼儿系好

“第一粒扣子”

对年龄尚小的幼儿开展德育教育，
他们能听懂、能接受吗？王哲雅的回答
是肯定的。“学前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奠
基阶段，教师要为幼儿系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就要运用适合幼儿的学习方
式，帮助他们在玩的过程中理解德育。”

王哲雅相信， 幼儿时期的爱国主
义教育能为儿童的精神世界打下红红
的底色， 使之成长为有 “根” 守 “本”
的中国人。 在丰台二幼园本德育课程
体系的支持下， 她结合社会时事和幼
儿的生活经验、 兴趣特点， 先后开展
了 “寻找中华骄傲” “我与神舟十一
同行” “小小阅兵仪式” “童眼看奥
运” 等主题教育活动， 引导幼儿从感
受体验到内化认同， 萌发爱国情怀。

每年王哲雅都很关注开学第一课，
从中寻找与学前教育契合的点。 有一
年开学第一课主题是 “中华骄傲”， 微
博发起 “寻找中华骄傲” 活动。 她看
到后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也适合
学前教育， 当晚在班级家长群里发出
征集令， 邀请小朋友在家里寻找中国
特有的东西。

这一晚， 家长群的气氛相当火爆，
不仅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发言， 就连家
长们也兴奋地跟着一起寻找， 列举出
中国功夫、 长城、 大熊猫、 “四大发
明”、 中国护照等一大批 “中华骄傲”。
一个女孩还发来自己的照片， “我有

黑头发、 黄皮肤、 黑眼睛， 我是中国
人 ， 所以我们就是中华骄傲 。” 那一
刻， 王哲雅被深深打动了， 她知道这
个活动收到了超出预期的德育效果。

成熟期：
不断挑战自己 “积跬步而

致千里”

找到职业方向的王哲雅不断挑战
自己， 完成一个又一个新任务， 她给
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学期不要求有多么
辉煌的成果 ， 但至少有一个创新点 。
因为小目标相对容易实现， 才能坚持
下去， “积跬步而致千里”。

“对自己有要求， 我就会在这个
过程中不断学习， 参加各种培训， 研
究教育理论， 教学能力变强了， 成果
也就水到渠成 。” 从最开始的插片研
究， 到后来的多彩德育活动， 王哲雅
不断钻研业务， “加码” “上新”。 大
家都掌握拼插教学法以后， 她又开发
了魔方、 魔尺等新工具， 不断超越自
己， 积攒更多能量。

多年以来， 她在园所 “至乐教育”
办学实践研讨、 A级督导评估等大型活
动中均承担重要任务， 参与国家级课
题1项 、 市级课题4项 ； 20余篇论文 、
案例在市区级各项比赛中获奖； 执教
公开课、 观摩课30余节。

作为市级骨干教师， 王哲雅还有
一份使命感 ， 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
引领其他教师的专业发展。 她不仅负
责全园教研工作， 还担任了丰台区教
育学院学前教研室的兼职教研员， 与
更多同行分享教学经验。

“不待扬鞭自奋蹄”。 2024年获得
“全国模范教师” 称号以后， 王哲雅在
倍感自豪的同时也感受到无形的压力，
但她更愿意把压力转化为动力， 加快
前进的脚步， 以对得起这个称号， 对
得起所有人对她的认可和期待。

这几天， 王哲雅给自己制定了一
个 “新任务 ”： 把微电影转化成3D版
本， 这是她带的这届大班孩子提出的
新挑战 ， 她要帮助孩子们实现心愿 ，
为此不断查阅资料， 寻找技术的突破
口 。 “现在的孩子生长在信息时代 ，
他们的眼界更宽， 对老师的要求更多，
促使老师要不断学习， 否则会无法满
足孩子的需求。” 说起新的小目标， 王
哲雅的眼睛亮亮的， 透着奋斗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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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经平凡普通的幼儿教
师， 是如何成长为全国模范教师
的？ 她为此书写了哪些不为人知
的奋斗历程？ 本报记者近日走近
2024年全国模范教师、 首届北京
市幼儿园紫禁杯优秀教师特等奖
获得者、 北京市丰台区第二幼儿
园教师王哲雅， 了解她的成长足
迹， 倾听她的职业心声。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记北京市丰台区第二幼儿园教师王哲雅

““全全国国模模范范教教师师””的的炼炼成成之之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