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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幼儿提供多元实践平台

2021 年 9 月，新学期开学后，大竹县教
科局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发现园里多了一间

“游戏室”，他们怀着好奇心进去后，发现里
面有不少没见过的“新玩具”。从此，这间木
工坊就成了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铃铃铃！”随着上课铃声响起，大竹县
教科局幼儿园大二班的幼儿又迎来他们最
喜欢的木工课。孩子们坐在座位上设计图
纸，一笔一画，认真又用心。图纸设计好后，
孩子们戴好护目镜、系上围裙分组作业。

只见幼儿唐唐拿着儿童安全锯，双手紧
握锯柄，在老师的指导下，在木条上来回拉
动，旁边的悠悠拿着砂纸，把木片的边缘磨
得光滑圆润。其他孩子有的拿胶枪，有的拿
锯子，这边敲一敲、锯一锯，那边粘一粘，在
敲敲打打中，一件属于他们的作品逐渐成
形，充满成就感的笑容也在他们脸上溢出
来。

“我们的‘木工坊’课程分为传统木工、
遇见非遗、现代手工三大版块，希望能为孩
子们提供一个寓教于乐、动手实践的平台。”
该幼儿园负责人文海燕介绍，“木工坊”课程
是落实《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具
体实践。

“‘木工坊’课程打破了传统课堂边界，
为幼儿提供多元化实践平台，丰富园所特色
课程体系。同时，在劳动与创造中，也培养
了幼儿专注、耐心的品质，提升幼儿手脑协
调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及艺术表现力。”文海
燕表示。

幼儿深度学习的最佳场所

走进木工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极具特
色的工具区。这里摆放了各种木艺工具，有
传统的锤子、刨刀、锯子，还有现代化的锯
台、打磨台等，一件件均按比例缩小成适合
幼儿使用的工具。

材料区存放着丰富多样的材料。环保
软木被整齐地码放在一个
个大箱子里，这些软木质地
轻盈，色彩斑斓，孩子们可
以用它制作各种小摆件。
箱子边的篮子里装着各种
形状和大小的木片，孩子们
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箱子
里还有一些树皮、树枝、松
树果等自然材料，为孩子们
的作品增添独特的自然气
息。

在作品展示区，一件件
极 具 创 意 的 作 品 让 人 惊
叹。有用树枝、松果和木片
搭建的小木屋，充满童趣；
有雪糕棒拼接而成的小汽

车，车轮可以转动；用麻绳和木块制作的主
题相框上，镶嵌着各种色彩的麻绳，仿佛把
孩子们心中世界都装在了里面。

“木工坊内的工具和材料都是特别定制
的。”文海燕告诉记者，这些工具在设计和选
择上充分考虑了安全性。儿童安全锯的锯
齿经过特殊处理，小锤子的头部也很圆润，
避免幼儿在使用过程中造成伤害。在材料
方面，幼儿园选用了环保软木和经过安全处
理的木片，确保孩子们在接触材料时不会受
到有害物质的侵害。同时，工具和材料的尺
寸和形状也适合孩子们的年龄特点，方便他
们操作和使用。

“在这里，孩子们通过打磨、拼接、简单
钉凿等方式，将一个个材料变成零件，再拼
装成木质作品。”正在教授木工课的雷章美
老师说，目前，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通过
刨、钻、挫、锯、粘、贴、画等操作过程，制作出
很多木质玩具，还结合节日、季节开展“小木
屋搭建”“木质玩具DIY”等项目，这个“木工
坊”也是儿童进行深度学习的最佳场所。孩
子们在搭建小木屋的过程中，会了解三角形
的稳定性原理，知道如何通过合理的结构设
计让小木屋更加坚固；制作时，孩子们需要
用尺子测量木块的长度和宽度，确保它们能
够准确地拼接在一起；为了装饰作品，孩子
们可以用彩笔在木块上画出自己喜欢的图
案，为作品增添色彩和个性。

“木工坊是我园践行‘玩中学、做中悟’
教育理念的重要实践。孩子们可以从设计、
制作、成品这一过程中获得成就感，提升自
信心，拓展思维。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活
动设计，让幼儿在敲打与拼接中感受传统工
艺的魅力，为培养具有创造力、合作精神的
新时代儿童奠定基础。”文海燕说。（图片由
受访者提供）

□见习记者 杨航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杨航 通讯员
罗娴） 在“双减”政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为
深化家校合作，让家长更直观了解孩子的校
园生活，今年以来，宣汉县东乡小学积极构建
数字化家校沟通机制，通过班级微信群、学校
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实现家校信息实时共享、
双向互动。

以往，受限于时间与空间，家长对课后
服务的具体内容、孩子的课堂表现缺乏清晰
认知。为此，学校整合数字化渠道，打造“线
上沟通矩阵”：通过班级微信群每日分享课
后服务精彩片段，如孩子在阅读课上的创意
表达、在互动游戏中的团队协作瞬间等，让
家长随时了解孩子的学习状态；在学校公众
号上定期发布课后服务信息，详细列出趣味
编程、书法鉴赏、绘本共读等课程安排，以及
教学目标及成果，搭配学生作品展示、课堂
实录视频，让服务内容可视化、可感知。

“我常年在外务工，现在打开手机就能
看到孩子在课后服务中的点滴进步，不但让
我看到了孩子的许多闪光点，聊天时和孩子
有了很多共同话题，我们的关系也更亲密
了。”家长吴先生说。

据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通过提
前发布下周课后服务课程表，标注重点活
动；分享课堂照片、短视频，捕捉孩子专注
思考、合作探究、自信展示的画面，让家长
直观感受孩子在课后服务中的收获；定期
展示学生作品，如数字化手抄报、口语交际
录音、创意写作片段，举办“线上成果展”，
让每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等数字化平台
传递方式。如今，越来越多家长逐渐形成共
识，课后服务不仅是“看管”，更是“成长的延
伸”。数据显示，学校公众号相关推文阅读
量较之前大幅提升，家长留言互动次数增长
数倍，家校之间的“信息壁垒”被有效打破。

真正的家校合作，需要双向奔赴。学校
开设家长意见箱，鼓励家长针对课后服务内
容、时间安排、个性化需求等提出建议。不
到3个月时间便收到有效反馈近百条，“希望
增加亲子共读指导”“建议开放课后服务课
程回放”等一条条建议均被学校收入意见
簿，并上会讨论。学校还推出“课后服务家
长开放日”线上直播活动，邀请家长“云参
与”课堂；建立《家长建议处理台账》，每周汇
总反馈，由专人专项跟进，形成“收集-处
理-反馈”闭环。家长李女士说：“我提建议
的第二天就收到了老师的详细回复，这种被
重视的感觉让我们更愿意配合学校。”

当学校的用心通过屏幕传递，当家长的
声音被及时倾听，家校之间便有了更坚实的
信任纽带。数字化沟通机制的构建，不仅提
升了家长的参与度，更让家校合作从“学校
主导”转向“协同育人”。

宣汉县东乡小学

数字化沟通机制把家长变成“合伙人”

大竹县教科局幼儿园

让孩子们在敲敲打打中感受传统文化

锯子、锤子、钉子、刨子等工具在很多人
眼里，都是幼儿应该敬而远之的物品，但是在
大竹县教科局幼儿园的木工坊里，这些都是
幼儿们最喜欢的游戏材料，他们通过各式各
样的工具亲手操作，享受大胆创造的过程。

2021 年，为打破传统课堂边界，为幼儿
提供多元化实践平台，丰富园所特色课程体
系，大竹县教科局幼儿园创建了“非遗创客空
间——木工坊”，让幼儿们在敲敲打打中感受
传统文化，在实践中收获成长。

老师指导幼儿锯木条老师指导幼儿锯木条。。

幼儿分工协作幼儿分工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