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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奔赴

幼教新手迅速成长
“我本来在南溪区一所中心校教语文，

2008年谈了个对象，他是江安的，这才转到

了江安县井口镇中心幼儿园。”回忆起与幼

儿教育的结缘，卿云丹笑着讲述了这段“为

爱奔赴”的故事。

但很快，卿云丹就笑不出来了。幼儿教

育和小学教育区别很大，课堂上，“秧田式”

的排排坐变成了围坐，时长40分钟变成了

20分钟，教学内容也从知识变成了游戏；下

课后，老师也不能离开孩子们，几乎要全天

候陪伴孩子们。此前有过 4 年小学教学经

历的卿云丹，一时间很难适应幼儿园的教

学方式。

“刚开始那一个月，我不止一次想过要

放弃，甚至准备趁着编制没有完全转过来，

再回小学去。”卿云丹坦言。但每每想到时

任园长罗伟林对自己的挽留，以及报到时，

总务处主任陈昌敏及其家人的热情接待，

她一次次打消了临阵脱逃的念头。

自己选择的路，咬着牙也要走下去。为

了尽快适应幼儿园的教学工作，卿云丹开

始恶补幼教知识，常常在宿舍里挑灯夜战。

不仅她自己，园长和其他同事也帮助她，常

常推门听课，给她中肯的建议。

井口镇中心幼儿园友好而积极的工作

氛围也对卿云丹助力颇多。园长和老师们

非常团结，常常自愿利用午休时间做环创、

搞研讨。同一个寝室老师们的“卧谈会”，也

常常是关于幼儿保教和班级管理相关的话

题。“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仅适应了幼儿

教育，也被大家的情怀深深感染，这或许就

是我能在幼教领域坚持十多年，越干越有

劲的原因之一。”卿云丹说。

与此同时，卿云丹的专业水平也得到

了快速提高。2009年，她参加江安县教师讲

课赛，以“幼教新手”的身份，取得了幼儿教

育赛道的第一名。

白手起家

保教质量“抢”来学生
“走进夕佳山镇中心幼儿园那一刻，我

整个人都呆住了。”2011年，通过公开竞选，

卿云丹成为了夕佳山镇中心幼儿园的园

长。这所幼儿园此前是夕佳山镇中心小学

的附属幼儿园，没有专职幼教老师，而是由

小学教师轮流上课。整所幼儿园几乎没有

环创痕迹。“我是这所幼儿园独立出来后的

第一任园长，可以说要在这里白手起家。”

她说。

幸好，卿云丹不是孤身作战，当时教体

局给幼儿园另外配备了 3 名教师。即便如

此，人手还是不够，她只能请井口镇中心幼

儿园的前同事们帮忙。罗伟林不仅在环创

上为她出谋划策，还指派教师帮助她。

园内的大小事务，卿云丹都亲力亲为，

为了做好环创，她有时跪在地上擦地、有时

“挂”在墙上画图……她还发动家人，参与

到幼儿园的改造行动中。

受周边民办幼儿园的影响，幼儿园第

一学期的招生情况并不理想，仅有70多个

学生。但卿云丹一点也没有灰心，为了保证

幼儿园的保教质量，她还聘请了两位已退

休的幼教老师。在她的带领下，幼儿园的区

角游戏开展得有声有色，孩子们还走出幼

儿园，到附近景色优美的地方写生、游戏。

考虑到幼儿园留守儿童居多，大多由

爷爷奶奶抚养，为了教会孩子们懂得感恩，

2011年重阳节，卿云丹邀请幼儿园孩子们

的爷爷奶奶走进幼儿园，观看文艺节目、登

台表演、接受孩子们的感恩与祝福。一位家

长动情地说：“幼儿园教得好，我们孙孙回

家都晓得关心我们饿不饿了。”

到第二学期开学，幼儿园小朋友人数

增加到了160人，之后的每年，幼儿园人数

都在增加，人数最多时有289人。相对应的

是，周边的一所民办幼儿园悄然关闭了。在

江安县教体局的年度督导评估考核中，夕

佳山镇中心幼儿园每年都获得一等奖。

课题引领

3年办出省级示范园
2022 年，橙乡幼儿园在开园仅 3 年的

时间，就获批省级示范幼儿园。其中一个重

要特色是，幼儿园教师人人有课题、人人做

课题，而且橙乡幼儿园的课题常常在省市

阶段成果评估中获奖。

“我们做课题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基于

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和瓶颈而生发出的思考

与研究。”卿云丹说。在她看来，做课题研究

能很好地帮助幼教老师总结经验，提升个

人专业能力，提炼后的教学方法，又能快速

推广、借鉴，促进幼儿园师资水平和保教质

量的整体提升。

她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观念，时间还

要回溯到 2017 年。那年，卿云丹结束了夕

佳山镇中心幼儿园园长的任期，调到县城

的江安县幼儿园任副园长。“从乡下进城，

我深刻感受到了城乡学前教育的差距。”卿

云丹说。

在乡镇幼儿园，老师们没有做课题的

想法，但县幼儿园的课题研究氛围非常浓

厚。“老师们就一个游戏案例相互观摩、反

复研讨、调整优化，在做课题的过程中，自

身观察儿童、解读儿童的能力也得到了飞

速提升。”正是课题研究打开了卿云丹专业

成长的新天地。

2019年，卿云丹担任橙乡幼儿园园长

时，就立志带着老师们做课题、做好课题。

但现实往往比理想“骨感”，城乡幼儿园大

多数教师也是“从乡下进城”的，此前没有

做课题的经验，就连写教学总结都敷衍塞

责。对此，卿云丹反复强调、认真指导，和分

管副园长一起，从一字一句修改老师们的

教学总结做起，带着老师们成功申报省、

市、县的各类课题。

橙乡幼儿园办公室主任彭霞一开始写

总结、写文章也只能写“口水话”，然而今

年，她撰写的课程故事《萝卜成长记》获四

川省教育学会首届课程故事一等奖。她说：

“通过做课题，老师们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

力都提高了，而且获得的评优评先机会也

增加了，这是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的。”

彭霞还告诉记者，老师们之所以信服

卿云丹的指导和管理，很大程度是被她的

专业和敬业所感染。尽管作为园长，管理事

务繁杂，但卿云丹从未忽略专业能力的提

升，每次参加园长讲课赛，她都能拿一等

奖。2020年9月，身怀二胎的她直到临产前

还在幼儿园加班，临上手术台前还在打电

话安排工作。

“人生最美好的相遇就是遇见彼此的

成长。”这是卿云丹的教育格言。一直以来，

她和孩子们、教师们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今年，四川省卿云丹卓越园长工作室成立，

在遴选工作室成员时，卿云丹有意选择了

更多乡镇幼儿园，她说：“我是从乡镇走出

来的，我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希望我能

在发挥自身幼儿园特色发展与课程建设的

课题研究优势，辐射引领更多幼儿园发展

的同时，与大家共同进步。”

9月初，儿子顺利进入幼儿

园小班。开学头几天，儿子晚上回

来眼睛周围总是一圈红肿，显然

是哭过的，看着令人心疼。

晚饭后，我放下家务，专门陪

着他，小心翼翼地问：“你今天在

幼儿园哭了吗？”小家伙一口咬

定：“没哭。”我只好旁敲侧击：“妈

妈上班路过其他幼儿园，发现门

口总有小朋友哭，你们幼儿园有

小朋友哭吗？”说起别的小朋友，

儿子好像放下了防备，他停下手

中正在玩的玩具，认真地回答：

“有3个。”我有些惊讶，儿子居然

数得清清楚楚，说明他在观察周

围人的情绪。

“你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吗？”

我期待地看着他，想知道他是否

已经结识了新的小伙伴。儿子一

本正经地答：“有小多米，还有一

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一听哭笑

不得，小多米正是儿子的小名。他

终于拐弯抹角地承认自己哭了。

我问儿子为什么哭呢？他说：“白

天会想妈妈。”我心头一软，想让

他在家休息几天，但想起《心理抚

养》中说：“爱孩子，并不是一味顺

从迁就他，稍懂事就要教他行为

有规矩。”于是尝试开导道：“你想

妈妈就像给妈妈打了一通电话，

妈妈心里能感应到，但上幼儿园

可以学本领、懂规矩，这样可以更

好地保护妈妈，你愿意吗？”儿子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过了几天，儿子放学后，满脸

兴奋地说：“我今天没哭，老师奖

励了我一朵小红花。”我惊喜地向

他竖起大拇指，儿子看到我肯定

的眼神后，开心极了。

但好景不长，儿子虽然不哭

了却有了心事。我下班一进门，儿

子就抱住我喃喃道：“我念完大学

了，小学五六年级也念完了，都念

完了。”我听得一头雾水。奶奶在

旁解释道：“孩子回来就说明天不

去幼儿园了，我跟他讲，大家都要

上学的，以后你还要念小学……

念大学。”

我顿时想起龙应台《目送》里

的片段：“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

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

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

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

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

情的开启。”儿子不愿意去幼儿

园，本质上是因为分离焦虑。当他

得知这种状态可能会很漫长，就

产生了恐惧和抵触心理。

我对他说，一周5天的时间

很快，而且周末休息两天，我们都

可以一起玩。儿子有了盼望，小脸

渐渐由阴转晴。过了两三天，我下

班回来，儿子就迎在门口问我：

“几天了？”这没头没尾的问题让

我摸不着头脑。但儿子很执著，一

遍又一遍地问。我终于反应过来，

有了头绪：“今天是这周的第四

天，再过一天就可以休息。”儿子

的小脸立刻绽开一朵花说：“明天

还去幼儿园。”

周五，儿子得到了老师奖励

的“优”字贴纸，家人也都夸他进

步很快，儿子又高兴地宣布：“我

天天都去幼儿园!”我发现，儿子

并非不喜欢幼儿园，而是需要一

个积极的理由。

《适度养育》一书中说：“父

母要帮助孩子成为一个能够面

对现实世界的人，而不是一个持

续需要他人关注和照顾的盆景

小孩。”作为家长，与其给孩子

无微不至的呵护，不如多一些鼓

励和引导，让孩子在面对不可知

的未来时，多一分积极和勇敢。

因为孩子，终究会如弦上的箭，

要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奔向远

方，而家长就是能给孩子良好支

撑点的那把弓。

每当给学生上《燃烧和灭火》一课

时，我都会设置一个教学情景：如何制

作和引燃蜂窝煤？此时，我不禁怀念起

曾经蜂窝煤燃烧的岁月。

上世纪80年代，我中师毕业后，被

分配到一所乡镇中学任教。从农村走出

来的我，对乡镇生活环境很满足，生活

上方便多了。尤其是农村煮饭、烤火都

是烧柴，而乡镇上烧的是蜂窝煤，干净

卫生了许多。

那时，我和老师们住在筒子楼里。

楼道上有一道独特的“煤”景——每个

教师住的房间门旁都整齐堆放着蜂窝

煤和一个煤炉，炉子上放着一个茶壶或

蒸饭锅，里面煮着悠悠岁月和生活冷

暖。

烧蜂窝煤时，首先得把煤炉下面的

通风口打开，在煤炉里放一块烧过了的

蜂窝煤，再放一些较短的引火柴，点燃

柴后，再放上蜂窝煤。等第一块蜂窝煤

彻底被点燃后，再用火钳加入第二块蜂

窝煤。加入第二块的时候，要把上面两

块蜂窝煤的蜂窝眼与第一块底煤对齐，

确保空气流通，火焰才会旺，煤也才能

燃尽。不用火炉时，盖上通风口盖子，蜂

窝煤就燃得慢，既节约燃料，又能保持

蜂窝煤不熄火。

一开始烧蜂窝煤，我没有经验，常

常遇到引火柴燃尽煤未引燃的尴尬。后

来，我才知道引燃蜂窝煤还有许多学

问。引火柴要是硬柴，不能一下子燃尽，

要能燃烧较长时间，保证炉膛内有较高

的温度，才能达到煤的燃点。开始引燃

煤时，炉子上面不能放拔火筒，不能在

下面风口处煽风，这样会加快空气流

动，带走炉子里的热量，反而降低了炉

内温度，达不到煤的燃点。每次津津有

味地给学生讲到这个教学情景时，我都

会告诉学生，身边无处不化学，生活中

处处都有化学。

楼道里，老师们都相处得很和谐，

平常日子里，为了减少烧蜂窝煤引火的

麻烦，大家都习惯于相互借火，用自己

的蜂窝煤去换别人已燃一半的蜂窝煤

来引火。

每次储备的蜂窝煤快烧完了，我就

得去买一些煤回来制作蜂窝煤。制蜂窝

煤既是技术活，又是体力活。制蜂窝煤

时，首先用筛子把块煤筛出来，用铁锤

将块煤锤细。再向煤粉中加入适量的黏

土，用铲子将煤和黏土混合均匀后，按

比例加水搅拌均匀，让水充分进入到煤

粉中，用手捏煤能成团就可以了。然后，

用制蜂窝煤的模具（人们称之为“煤

枪”）按在搅拌好的煤堆中，用力下压，

并多杵几下，估计枪筒里的煤饱满后取

出。找一个平坦通风有太阳的地方，把

蜂窝煤按压出来。每一块蜂窝煤都这样

制作，然后按顺序摆放整齐，大约晒2-3

天，蜂窝煤就做好了。

做蜂窝煤，煤、黏土和水混合的比

例很关键。黏土少了，蜂窝煤放在煤炉

子烧容易散，换蜂窝煤时会因此弄得

“乌烟瘴气”；黏土多了，蜂窝煤燃得不

旺，火力不行。如果水多了，打出的蜂窝

煤“立”不起；水少了，打起来很吃力，把

蜂窝煤按压出来更吃力。

山里的孩子都吃苦耐劳，而且尊敬

老师。记得我每次打蜂窝煤时，所教班

上的孩子们在课外活动争着帮我。有的

筛煤，有的锤煤块，有的拌煤，有的用

“煤枪”打蜂窝煤。每次制蜂窝煤，院坝

里整个劳动场面热闹非凡。人多力量

大，我要干一天的活儿，在孩子们的帮

助下，一两个小时就完成了。在劳动过

程中，我给同学们解释，之所以要把煤

做成多孔的蜂窝状，就是要使煤在燃烧

时，空气流通顺畅，增加煤与氧气的接

触面积，使煤燃烧更充分，放出的热更

多。同学们在劳动中，拉近了师生距离，

增强了体质，领会了课本中的一些知

识。

自从我调到县城工作后，家里煮饭

烤火不再烧蜂窝煤，用上了天然气，生

活更方便、更卫生、更环保了。

烧蜂窝煤年代虽然离我们久远了，

但那些烧蜂窝煤的日子让我很怀念，感

谢曾经帮我打过蜂窝煤的孩子们。

蜂
窝
煤
燃
烧
的
岁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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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昌

卿云丹

从乡镇走出去的“名园长”
■ 本报记者 钟兴茂 葛仁鑫（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时隔4年，记者再次走进江安县橙乡幼儿园，与2019年刚开园时的崭新、空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区角游戏区、果蔬园、水稻田、红色文化走廊……散布在

幼儿园的各个角落，空旷变成了丰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更加响亮。短短4年，橙乡幼儿园就从新建园创建成了省级示范幼儿园。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离

不开园长卿云丹的努力。

与橙乡幼儿园类似，卿云丹在不算久的15年幼教生涯中，实现了从乡下到城里，从幼教“门外汉”到“名园长”的快速转变，并成为四川省首批卓越园长工

作室领衔人之一。卿云丹是如何实现快速成长的？有没有什么办园“秘笈”？未来，她又将如何发挥工作室的辐射引领作用？近日，记者走近卿云丹，揭秘“名园

长”的“养成日记”。

“爱哭鬼”
变“读书郎”

■ 李冬雪

卿云丹与幼儿园的孩子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