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六一节 他们不练歌舞做游戏
老师提前1个月来准备，孩子和家长们一身轻松畅玩个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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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广远

生活日报6月1日讯 “123，木
头人”，在《我穿衣最快》的游戏现

场，槐荫区青少年宫第二幼儿园

(以下简称二幼)小一班教室里的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活动，当音乐

再响起，家长们快速给孩子穿衣

服，戴好毛毛帽子，托举着自己的

宝贝顶悬挂在半空中的粘板，帽子

粘下来才算成功。12个班共385名
学生和自己的家长分批次来到了

幼儿园，进行了“快乐童行”庆六一

亲子游园活动，增进了亲子感情，

促进了家园共育。

7个小游戏准备了一个多月

在跑男里，明星们组合起来用

长筷子夹酸奶瓶，在二幼的教室

里，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两人一组，

也玩起了“快乐夹夹夹”的游戏。

“妈妈我们再夹一个！”“宝贝坚持

住”，在游戏里，孩子们站在前面，

家长们环抱着孩子，拿着一米多的

PVC管夹取物品，最多的获胜。记

者看到，夹取的不仅有积木、泡沫，

还有薯片空罐，可谓废物利用。

“这个游戏锻炼了幼儿手眼协

调的能力以及平衡的能力，还培养

幼儿游戏规则意识。”幼儿园老师张

晶告诉记者，这次儿童节游戏中共

有7个这样的小游戏，是30多位老师

花了一个月时间精心“攒”出来的。

一开始老师们征集出来20多
个游戏，后来根据学生们的能力精

选了12个，后来优中选优，7个寓教

于乐的游戏入围，除了“快乐夹夹

夹”外，还有甜品驿站、趣味化妆、

“剪羊毛”、室外活动快乐大闯关等

游戏。每个游戏老师们都提前试玩

了一遍，皮筋松紧如何？夹子学生

们能操作吗？小班和中大班游戏内

容要不一样……老师们利用课余

时间，认真考虑到了每一个细节，

才在儿童节这天呈现出了一场有

序又有趣的“游戏节”。

不搞歌舞PK，孩子更开心

“以往的儿童节，大多数是组

织孩子们进行歌舞表演。”二幼园

长郭小红说道，但她发现，为了在

儿童节这天的演出，孩子们通常要

耗费一个月乃至更长时间进行排

练、琢磨演出项目，而在当天，家长

和孩子们更是齐上阵，化妆、穿演

出服、对台词，有时连早饭也顾不

上吃。“我们要让孩子快乐游戏，过

他们自己的儿童节。”

从去年开始，郭小红和老师们

就开动脑筋，儿童节不再唱歌跳

舞，打破传统的演出、排练的模式，

通过“游园”活动的形式，来让学生

们玩个够。今年儿童节的主题是

“游戏节”，特别增加了亲子游戏体

验环节，调动了家长和学生的积极

性，更让家长们“一身轻松”。

“我喜欢跳舞，不过更喜欢

玩。”幼儿园大班的雅雅(化名)说，

她平时喜欢穿漂亮衣服，和同学们

一块跳舞，但是她更喜欢科技节，

因为能“学到东西”，今年的“游戏

节”，让雅雅也是乐翻了天，她拉着

妈妈的手跑前跑后地参加每个游

戏，她兴奋地告诉记者，在任务卡

上盖满了章，还能领小礼物呢！

用发展心理学指导育幼

一直以来，二幼不断创新教育

方式，夯实科学育幼的教育理念，

为每一个幼儿的健康成长付出全

部努力。记者发现，区别于以往的

家长和孩子一起玩的简单模式，在

二幼组织的游戏中，更加侧重孩子

和家长的沟通。比如在室外活动快

乐大闯关中，学生们需要和家长一

起通过指压板、走过轮胎桥，还要

匍匐前进。孩子们会寻求家长帮

助，家长呢，则对孩子提供支持和

解决问题的建议，最后则是让孩子

带着自己完成这个游戏的。郭小红

介绍道，此类亲子游戏的创新，也

进一步落实二幼“家园合作”的教

育理念。

除此之外，在老师们设计的这

些游戏中，都是蕴含着发展心理学

原理的。走过指压板可能会让小脚

丫疼，需要孩子们一鼓作气地走过

去，克服困难勇往直前；轮胎桥晃

晃悠悠，需要平衡能力和克服畏难

情绪；“剪羊毛”要让家长抱着孩

子，则建立了良好的亲子关系和目

标意识。就是这样潜移默化，让全

园每一个孩子在节日中积极参与，

大胆表现，充分体验节日的快乐。

用爱关注每一位学生，读懂学

生的需求。下一步，二幼还将在全

园推广发展心理学的课题研究，用

科学的理论指导建立良好的亲子

关系，运用到行为习惯和一日常规

中，让学生们在游戏中健康快乐地

成长。

二幼的家长和孩子们度过了快

乐的游戏节。

记者 董广远 通讯员 张晶 摄

二二幼幼的的家家长长和和孩孩子子们们一一起起走走轮轮胎胎桥桥，，互互相相帮帮助助。。记记者者 董董广广远远 通通讯讯员员 张张晶晶 摄摄

高年级学生竟为二孩花费发愁
近百孩子参与调查，低年级学生同意要二孩比重较高年级多两成

□记者 朱紫瑛

生活日报6月1日讯 “现在如

果要生二孩，孩子到底咋想？”在不

少家长论坛有网友仍有类似疑问。

1日，儿童节当天，记者对两所小学

与一所幼儿园超百人进行抽样调

查后发现，截至目前部分班级二孩

家庭占比已高达40%以上，而对于

二孩的接受度，高年级学生接受度

尚不到两成。

盼二孩竟成学生新愿望

2016年1月1日，本报新年第一

刊中，曾有一个小女孩的新年愿望

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她叫张佳

许，来自舜耕小学。她曾说，“新的

一年,我最大的心愿是让妈妈给我

生个弟弟或妹妹,因为这样我就有

了玩伴 ,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孤单

了。”

如今半年已过，女孩的愿望实

现了吗？1日，记者来到舜耕小学，

见到了10岁的张佳许，当问及那个

有关二孩的梦，这位小姑娘害羞地

低下了头，“还没有。”虽然尚未实

现，“但是妈妈已经同意了。”张佳

许的二孩梦同样源于孤单与失落。

而像张佳许一样有着二孩梦

的孩子并不在少数。儿童节当天，

记者在两所小学与一所幼儿园抽

取三年级、六年级和幼儿园中班共

计109名孩子进行现场调查时发

现，不少学生早已许下二孩心愿，

其中幼儿园30名幼儿中竟有超六

成表示自己需要玩伴，三年级38名
学生中这一比例也达到38%，而六

年级41名学生中仅有不到两成学

生盼二孩，也就是说，低年级学生

同意要二孩的比重较高年级学生

多出近两成。

二孩家庭平均占比达三成

“其实这与前期调查数据不谋

而合。”曾对二孩家庭数据做过统

计的张文钧老师告诉记者，经过两

年的分析，以三年级的孩子为例，

他们家长当中有三到四成已经怀

有或生下二孩。“如果留心观察不

难发现，两年前，也就是2014年年

底到2015年，会有不少低年级学生

家长挺着肚子到校接孩子放学。”

张文钧介绍，也就是说，今年这部

分家庭已经成为二孩家庭，而这一

小高峰的出现也与“单独”政策的出

台不谋而合。“不少小学老师对此深

有体会，从目前的情况看，除高年级

外，二孩家庭在整个班级中的比例

基本维持在两到三成。”张文钧表

示。

“咱班有没有孩子家里有俩孩

子？”1日，育文中学小学部三年级

一位班主任听到这一问题后，毫不

犹豫地点了点头。据悉，纬二路小

学三年级二班38个孩子中就有12
人，也就是32%的孩子有兄弟姐

妹；而在槐荫区青少年宫第二幼儿

园这一比例竟超过40%。根据调查

结果不难发现与六年级不足二成

的二孩家庭占比相比，部分幼儿园

这一数字已逼近半数。

高年级担心没钱养孩子

“其实不论孩子如何进行心理

建设，二孩出生后，大娃几乎都需

要心理疏导。”张文钧表示，只不过

绝大多数学生可以自我消化，只有

极小部分的学生需要借助外力，特

别是老师的帮助。

至于不能接受的原因，一部分

家长与老师认为罪魁祸首仍为“夺

爱”。然而，在记者的调查过程中，

仅有低年级学生会担心这一问题。

纬二路小学部六年级某班29名独

生子女中，仅有一人认为“夺爱”是

其反对二孩的主要因素。绝大多数

学生竟然最关心二孩出生后，花销

增加，父母经济能否承担等问题。

“现在物价上涨很快，自己马

上就要升入初中，还要参加各种辅

导班，一个月花销本来就不少。如

果再多一个弟弟或妹妹，恐怕家里

会吃不消。”班主任傅老师对于学

生的回答也有些吃惊，“很难想象

12岁的孩子已经能考虑到经济因

素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在29人中，

该回答的支持比率最高，超过半

数。除此之外，父母身体不适、两个

孩子年龄差距较大、没有共同话

题、精力不够等因素也被高年级学

生选入其中。

□记者 张鹏

生活日报6月1日讯 6月1
日，共青团济南市委、济南市妇

联、市总工会等部门负责人及

社会爱心企业，来到章丘市文

祖街道办事处，为鹁鸽崖村小

学500多名学生送去书包、文

具、电子琴等节日礼物。

据了解，“六一”国际儿童

节期间，济南市工青妇等群团

部门以关爱、帮扶特殊儿童为

重点，积极开展“爱心集结·圆

梦六一”主题活动，为帮助困境

儿童圆节日心愿，整合社会资

源，发动社会爱心人士为500多
个学生送去节日心愿礼物，同

时通过开设亲子读书公开课、

捐建春蕾班等形式，营造了有

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氛

围。

此外，记者还从共青团济

南市委、济南市少工委获悉，为

发挥少先队组织作用，“六一”

期间围绕现代泉城建设，济南

先后开展了集中入队、实践体

验等活动，培育少先队员的“济

南梦”，引导全市少先队员关注

省会发展，争当现代泉城小主

人。

在6月1日举行的庆“六一”

主题队日活动中，共青团济南

市委以“红领巾相约济南梦，争

当现代泉城小主人”为主题，先

后组织了“小手拉大手，共筑碧

水蓝天”图片展，并表彰一批少

先队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

500余名山区学生

领到六一礼物

在育文中学小学部，不少孩子大胆说出对二孩的看法。

记者 朱紫瑛 通讯员 时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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