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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专家引领，我们行走在深度学习与思辨的路上 
◆张  艳 

（吴江区盛泽实验幼儿园  江苏苏州  215228） 

 
教研工作是推进课程游戏化改革的有效专业支撑。2017 年 8

月，江苏省教育厅出台了《省教育厅关于加强学前教育教研工作
的意见》，对我省学前教育的教研工作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保障机
制、实施策略和思路要求。为全面提升各幼儿园的园本教研质量，
区教育局、教研室利用区域优势，聘请专家组成了专家团队，定
点、定期的进行专家伴随式的培训，从理念、行动上助力各幼儿
园基层教研，让园本教研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第一，专家引领，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交流与对话 
从理论到实践，这中间必须有一个深度学习的过程。为了实

现理论和实践的对话，我们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不断更新
理念，用专业知识来武装自己。 

1.专家推荐书籍，让理论学习更有针对性 
任何的实践都需要理论来支撑，我们的课程游戏化改造也不

例外。课程游戏化推进的过程中，专家都会聚焦某一个话题开展
相应的理论知识的上位架构，同时也会推荐一些好的书籍供我们
大家学习。像《皮亚杰教育论著选》《幼儿园创造性课程》、《0
—8 岁儿童学习环境创设》、《和儿童一起学习》、《让早期学习理
论看的见》等书籍，如今都变成我们老师的案头书。比如我们在
进行室内游戏环境改造前，我们实现了理论学习先行，通过教师
领读、小组共读的方式研读了《0—8 岁儿童学习环境创设》，慢
慢地老师的理念转变了，行动也更为关注孩子们的经验和兴趣，
有了这样的读书分享，有了这样的专业引领，我们老师的进步是
可喜的…… 

2.理论不断内化，让实践变得有章可循 
专业理论的引领为老师的实践活动注入了活力。专家团队一

直在引领着我们前行，让理论真正内化为教师的实践行为。记得
课程游戏化改造刚开始，老师撰写游戏观察记录时会常常不得要
领，不会写白描式的观察记录，不会识别幼儿的行为，不知道如
何去解读……后来专家老师来到各园，带着我们进行实操练习，
通过研读《幼儿园创造性课程》的每一章节。通过学习每一章节
中的观察记录表，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启迪。比如“游戏观察记录
表”中分别罗列了“观察”（游戏现场的白描）、“思考”（对幼儿
行为的识别和思考）和“回应”（老师的引导和支持策略），书籍
中操作性强的指导和策略支持，让我们一下明晰了观察记录的基
本方法，有效的形成学习——内化——实践的研究方式。 

第二，专家引领，实现了问题与行动的良性循环 
每一次专家的研训活动都是一次有价值的教研活动，我们经

历着从聚焦问题——有效的行动研究——再发现问题——再实
践解决，循环往复，形成了一种良性的行动研究的方式。 

下面我以“连续性观察的专项分析”为例，详细阐述专家引
领的研训活动如何落到实处，帮助幼儿园形成问题与行动的良性
循环。 

1.教研实操：抽丝剥茧寻真问题 
真问题是当下幼儿园教研活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广泛

的收集和听取一线教师急需破解的共性问题和困惑，从而来确定
教研研究的内容，让教研内容与教师的实际需求更好的契合。 

为了让园内更多的老师也能参与到这样的实操研训活动中，
我们把专家这样的培训搬回了幼儿园。在实操中，我们的老师经
历了一系列的头脑风暴后，开始学会反思，也明晰了自己的问题。
譬如：分析的角度如何去梳理？怎样才能聚焦分析的角度？连续
性观察的文本如何与分析角度进行联结？为了直面老师在观察、
分析儿童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决定开展连续几次的专题式教研。
通过一次次头脑风暴式教研，老师们分析的角度更为聚焦了；通
过一次次实操活动，老师们能精准的把观察案例文本与分析角度
进行有效对接了。 

2.专家支持：答疑解惑给予支架 
专家伴随式培训，给予我们更多与专家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机

会。每次专家来园培训，我们都会提取老师们的困惑和问题与专
家老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专家老师通过真实案例为我们解惑，

提供实践经验为我们的探究提供了支架，这种解惑式、对话式、
共享式的交流，更好的促进了我们教师的专业成长。 

比如：一段观察记录中，怎么去聚焦分析的点？专家老师给
我们提供了两种尝试。第一，回顾我们观察记录表中，每一次观
察前的观察背景和观察主题是否一致？第二，学习在一段观察记
录中登入关键词，并从一个维度（分析的角度）去梳理这些关键
词，从而聚焦分析的角度。有了这样专业的经验支持，我们的实
践一下觉得有章可循了。 

3.再次实践：学习研究更加深入 
借助专家的引领，我们围绕研究内容开展了一系列的园本教

研，老师学会了在了解观察主题或目标的基础上进行关键词的登
入；学会了从关键词中寻找关联性，从而聚焦到某一个具体的角
度；初次尝试用思维导视图的方法来梳理相关的结构要素……老
师的研究思路一下打开了，研究的广度不断得到了拓展。 

第三，专家引领，实现了专家培训与园本教研的无缝对接 
1.研训主题的对接，让教研更贴近教师需求 
自从有了专家伴随式培训，我们幼儿园的主题性教研也及时

跟通了培训的主题。结合专家培训的计划，我们在制定园本教研
计划的时候尽量跟通，再根据幼儿园教师的实际需求，有所侧重
点。此外我们把培训后获得的经验和策略，回到幼儿园的教研活
动中进行实践研究，以点带面的去提升更多教师的专业成长。 

2.给予鹰架式的支持，破解园本教研的瓶颈 
由于我们教师普遍缺乏专业理论知识的储备，缺乏从理论内

化到自身教育行为的能力，缺乏改变原有思维模式的勇气和底
气。因此在很多时候在教研过程中，虽然发现了问题，却无法通
过自身去解决。这时候，专家伴随式的培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鹰
架式的支持，从发现问题——专家导引——学习实践——建构新
经验，不仅提供了更多的专业理论学习，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
有针对性的上位经验和教育策略，破解了我们园本教研的瓶颈问
题。 

我想，只有紧紧追随专家们的脚步，脚踏实地的做好专家培
训与园本教研的无缝对接，才能让研训有效的缩短了理念与实践
之间的距离，真正促进教师们的快速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