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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评

肖丽娜

“我深深地热爱着幼儿教育这份事业。每

当我看到孩子们纯真无邪的笑容，听到他们充

满惊喜的话语，都会觉得孩子们的世界总是那

么美好。我愿意用我的专业和爱心，去呵护每

一个孩子的成长，去陪伴他们探索这个美妙的

世界。”谈起幼儿园里的孩子，肖丽娜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肖丽娜，西安市未央区西航南苑幼儿园班

主任，西安市教学能手，陕西省国防科工委教

学能手、优秀教师，未央区骨干教师，学前教育

教研之星、优秀教师，西安市班主任工作室主

持人。2021 年，她斩获西安市幼儿园教师专业

技能大赛三等奖、未央区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

奖。她的精品课例、微课多次在市级、区级比赛

获奖，论文、教学设计、教学案例等 20 余篇作

品在省、市、区教学成果评比中屡获佳绩，其中

部分发表于《西安教育》。

故事为舟，引领幼儿明辨是非

“三到六岁的孩子，他们就像一张白纸，对

世界充满好奇和模仿欲望。”肖丽娜告诉记者，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喜欢听故事，也愿意模仿

故事中的情节和角色。但他们的分辨是非能力

相对较弱，需要我们用心去引导。”

“有时候，孩子们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

行为，比如上下楼梯时蹦跳或者转圈。这时候，

我就会根据他们的喜好，编一些与动画片角色

相关的故事，通过故事中的情节，告诉孩子们

这样做是危险的，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肖丽娜发现孩子们喜欢听绘本故事，于是

摸索出了一套“故事引导法”，在故事中融入安

全教育、行为习惯培养等内容，让孩子们在听

故事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和行为准则。

真诚倾听，走进儿童的世界

“倾听儿童，就是打开他们心灵的一扇

窗。”肖丽娜认为，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而独

特的个体，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只有

真正走进他们的世界，才能了解他们的真实想

法，为他们提供最适合的教育。

在肖丽娜的班级里，墙面不仅仅是装饰，

更是孩子们表达自我的舞台。她鼓励孩子们通

过绘画、表征记录等方式，将自己的想法和感

受呈现出来。她时常站在墙边，细细观赏孩子

们的作品，从中捕捉他们内心的声音。

某天，一个小班的孩子在画纸上涂鸦了一

团黑。肖丽娜温和地询问：“你画的是什么呀？”

孩子有些羞涩地说：“我不喜欢睡觉，我很害

怕。”肖丽娜轻轻拍了拍孩子的头，说：“没关

系，老师在这里陪着你，不用害怕。”随后，她把

孩子的话认真记录在一本小册子里。

原来这个孩子在上幼儿园以前并没有午

休的习惯，晚上也有父母陪伴入睡，所以对幼

儿园的午休感到陌生与恐惧。接下来，肖丽娜

与孩子父母沟通，从孩子家里拿来了他最爱的

玩具，极大地缓解了他的分离焦虑。幼儿园午

休时，肖丽娜也会学着孩子母亲的习惯，把手

放在孩子脖颈后面，提供温暖和安全感。过了

一段时间，这个小朋友逐渐适应了幼儿园的午

休，不再需要特别的玩具陪伴也能入睡，成功

完成了从家庭到幼儿园的过渡。

到了学期末，肖丽娜班里的每个孩子都有

了一本“倾听”小册子，里面记录着他们与老师

的对话和成长点滴。这些小小的“回忆”，让家

长们感动不已，也为孩子们的“未来”留下一份

珍贵的记忆。

寓教于乐，以生活为课堂

在肖丽娜看来，幼儿园里的学习并不仅仅

局限于书本和课堂。“正所谓一日生活皆课程，

幼儿园的学习，一定是在生活当中、在游戏当

中进行的。”

除了固定的集体教学活动外，肖丽娜根据

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开展班本活动。

比如，她针对孩子们挑食的问题，特别设

计了一套“食育”课程，让孩子们在“动手做”的

过程中，逐渐改掉挑食的习惯，爱上各类食物。

又或者，利用餐前等待的时间，开展各种契机

教育。

其中，安全教育是肖丽娜非常重视的一

环。每天，她都会利用早操后的时间，和孩子们

进行安全晨谈，讨论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提

高孩子们的安全意识。此外，区域活动也是幼

儿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区域活动中，孩

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进入不同的区

域。肖丽娜会定点深入某个区域，观察孩子们

的游戏情况，记录他们的作品，并在之后进行

复盘和分享。

“我们的教育教学活动，旨在让孩子们在

做中学、在玩中学，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乐趣和

知识。”肖丽娜总结道。

用心沟通，筑起家园共育的桥梁

与家长的沟通是幼儿园教育工作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肖丽娜认为：“幼儿园的孩子年纪

小，生活和学习习惯都在逐渐形成中，家长对

孩子的关心无微不至，我们需要及时与家长沟

通，让家长了解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共同促

进孩子的成长。”

为了更好地与家长交流，肖丽娜每周都会

安排固定的时间，与家长进行交流。她会认真

倾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家长的需求和期

望，并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为家长提供针对

性的指导。肖丽娜还利用微信群和钉钉群等社

交媒体平台，与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她会定

期在群里分享孩子在幼儿园的生活和学习照

片，让家长随时了解孩子的动态。同时，她也会

及时回复家长的留言和咨询，解决家长的疑虑

和困惑。

肖丽娜还非常注重家园共育的理念。她认

为，家长和教师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重要伙

伴，需要共同合作，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

长环境。因此，她经常组织家长会和家长走进

幼儿园的活动，让家长更加深入地了解幼儿园

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增进家长对幼儿园工

作的信任和支持。

在肖丽娜的努力下，家长和幼儿园之间的

沟通和合作更加紧密，孩子们也在更加和谐的

氛围中茁壮成长。

工作室搭建成长平台，育人理念再上新台阶

2023 年 11 月，西安市教科院下发了第二

批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名单，肖丽娜赫然在

列。经过精心筹备，同年 12 月，肖丽娜主持、拥

有 9 位核心成员的班主任工作室正式成立。他

们来自不同的园所，但都有着共同的目标———

引导孩子们更好地成长。

班主任工作室的成立，为教师们提供了一

个交流学习的平台，他们定期开展教研活动、

分享经验做法、互相学习借鉴。除了线下交流，

肖丽娜还带领团队开通了班主任工作室的公

众号，分享优秀教育做法、育人故事以及好书

推荐等内容。

肖丽娜通过工作室这个平台，不断学习和

借鉴优秀的育人做法，努力将其内化为自己的

教育理念，再以适合本园所的方式传递给家长

和孩子。同时，她和工作室的同仁们也在通过

这个平台，将优秀的教育经验传播得更广，让

更多的教师和学生受益。

对于肖丽娜而言，能够与孩子们在一起，

见证他们的成长与变化，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幸

福。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14 年，这份对事业的热

爱与执着，是她坚守初心和热情的根源。

肖丽娜坚信：“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

的宝藏，而我的使命就是发掘这些宝藏，引导

孩子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期望自己能够

永葆进取之心，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我会

投入更多的专业和爱，陪伴孩子们度过美好的

幼儿园时光！”

文化艺术报见习记者 马溯萱

糯米宴，如何做出“文化味”
“我是做‘路边摊’起家的，没想到有一

天会办成‘糯米宴’。”在今年重庆市武隆区

“庙垭乡油菜花乡村旅游季”期间，庙垭乡农

民郑周均的“糯米宴”火了：27 天接待食客

2700 余人次，餐桌旁的游客停不下筷子，就

餐的游客排成长队……

“靠着 乡政府 的扶持 和游 客 建 议 ，我

在糯米里加了一‘ 味’，利 润比原 来翻番 ，

生意越做越有味。”老郑从当地民俗里提

炼灵 感，从 当年只 卖糍粑，到 如 今 提 供 糯

米乌粥、糯米喜沙肉、南瓜糯米饭等，依托

“糯米宴”吸引了大量游客。现在，老郑成

了乡 里推进 农文旅 融合 的典型 农 户 ，“ 庙

垭乡油菜花乡村旅游季”也成为国家乡村

振兴 局首批“一县 一品”特 色 文 化 艺 术 典

型案例之一。

老郑的成功，就在于糯米宴做出了“文

化味”———把舂糯米的石制 碓窝搬 到场镇

上，游客挽起袖子帮忙舂糯米，边舂边拍照；

举办“花海抓鸡”“打糍粑比赛”等特色民俗

活动，让游客吃好又玩好……农文旅融合，

让乡村游由单纯观赏变为综合体验，游客感

受到了更多乡村韵味。在这一过程中，人们

对差异化生活体验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对

“诗与远方”的向往也有了载体。

吸引人们到乡村旅游，看什么、体验

什么？发展乡村游，不仅要让人们看到田园

风光和农家景致，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挖掘

乡村潜力、打造旅游 IP，使游客从乡村的

风情风貌、产业特色、劳动生活中，体验传

统农耕文化、乡土文化的魅力，感悟“乡

愁”情怀。而这，就对乡村游的文化厚度提

出了更高要求。

打好乡村游的文化牌，一定要在唤起

乡村记忆和田园生活想象上下功夫。比如，

可以结合本地域个性鲜明的农耕文化元素，

通过有乡土风情的活动形式加以展示，增强

“乡愁”吸引力；推出带有乡土特色的纪念品

和工艺品，用文化元素刺激消费……如此，

让游客来了有兴趣，回去后有回味，讲得出

故事，引得出乡愁。

在今 年的政 府工作 报告 中 ，“ 大 农 业

观”一词首次被写入。树立“大农业观”，要求

我们将乡村资源视作一个整体进行综合性

开发。所以，借农文旅融合来加快推进和美

乡村建设，要更加注重挖掘乡村的各类宝贵

资源，为之加入“文化味”、增强参与感等。唯

有如此，乡村游才能彰显其独特的文化魅

力，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作者：周荣光 来源：《重庆日报》

近来，全国多地公安、医院都收到过

年轻人送来的花式锦旗，这些锦旗上的文

案风格与传统锦旗完全不同。从事锦旗设

计的商户表示，年轻人会希望自己送的锦

旗和其他人不一样，为此会将网络语言、

表情包、谐音梗等加入到锦旗的文案之

中，来让锦旗与众不同。（4 月 15 日《北京

青年报》）

锦旗是受惠者向施惠者表达敬意、

谢意等情感的一种载体和常见方式。以前

的锦旗往往比较规范和庄重，诸如“公正

执法，热心为民”“医德高尚，医术精湛”

“仁心仁术，妙手回春”……这些词汇几乎

是标配。随着时代发展，现在的锦旗已不

再局限于固定的范式和套路，而被玩出了

许多新的花样。特别是年轻人送来的锦

旗，总能以出人意料甚至脑洞大开的方

式，表达对公安、医护等人员的感激之情。

每一面锦旗都有一个故事，锦旗上

的创意书写着群众对公安民警、医护人员

的感激与信任，彰显着浓浓的警民情、医

患情。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花式锦旗”

是他们追逐个性的体现。他们生长在充满

创新、创意的时代，更加追求自己的个人

风格，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展现自己的特

点，在锦旗设计中运用网络用语、表情包、

谐音梗等，便不难理解。“花式锦旗”让警

民、医患的交流更加亲密平等、轻松愉快，

让警民关系、医患关系更加优化。

“花式锦旗”创意背后还有更深意

蕴。它承载着荣誉，更写满了责任；它表达

着谢意，更倾注了期待。锦旗虽小，分量不

轻。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体现着民警、医

护们的辛勤付出，检验着工作的实与虚，

饱含着群众的多重希冀，愿这样的“双向

奔赴”激发更多正效应。

作者：付彪 来源：《劳动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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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好起来了，仿古古镇却不

行了”———据媒体报道，“假山假树假风

景”，门票还 100 元起，当前，很多地方的

仿古古镇正在被年轻人抛弃。这些被吐

槽的古城，有的营收靠停车场收入，有的

开业一年多就人去楼空……

一段时期以来，仿古古城、古镇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为游客提供了一定的历史

风情和文化体验。然而，随着“千镇一面”、

过度商业化、文创单一雷同等问题的出

现，此类仿古古镇被抛弃的速度正在加

快。其实，人们在意的或许不是“仿古没仿

好”，而是古建的外表之下，缺失了打动人

的东西。眼下文旅市场发展火热，不少小

城市出人意料地火了起来，为不少旅游景

区提供了清晰的反思角度：一个地方值不

值得去、值不值得给别人“种草”，取决于

此地能为游客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就

此而言，在相似的建筑外观、相同的网红

小吃之外，本地风土人情、精神风貌等情

绪价值以怎样的方式抵达游客人心，是更

值得思考的问题。而这也可能是破解“泼

天富贵”密码的一条路径。

作者：嘉湖 来源：中工网 -《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