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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生日会”热的冷思考
马洁然

10 年前，作为一名幼儿园实习教师，我曾
因一个月内获赠 5 块生日蛋糕而感慨不已，如
今依然记得当时班级约定俗成的文化： 每当有
幼儿过生日，家长便会买一个大蛋糕，分享给全
班幼儿，过生日的幼儿也会收到同伴的礼物。

时至今日，获赠蛋糕的人，俨然要变成赠
送蛋糕的人，儿子入园才两周，就已收到 3 份
生日礼物。兼有“母亲”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双重身份的我，在冥思苦想自家孩子生日会如
何举办的同时，不禁思考：幼儿园生日会的价
值怎样判断？当下生日会热的背后存在哪些值
得反思的问题？幼儿教师又应如何充分挖掘生
日会的价值？

时下，判断一个活动是否有价值的唯一标
准是儿童发展。 具体来说，幼儿的一日生活丰
富多彩，但并不是每个事件都足以成为集体教
育活动的内容来源， 只有那些源于幼儿生活、
能够满足其兴趣和需要， 同时使其感受到挑
战， 且通过努力后能够获得新经验的内容，才
应成为集体教育活动的来源，并值得教师花心
思策划，否则就是资源浪费。 按照这样的价值
判断标准，“生日”对于幼儿来说，是重要的生
活经验，能够联结幼儿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是每个幼儿期待和感兴趣的事。 如果利用
得当，生日的意义和价值会在幼儿内心深处生
根发芽；反之，非但不能实现教育价值，还会为
幼儿、家长和教师带来困扰与负担。

从幼儿角度来看，由于目前大多数幼儿园
生日会的形式单一，托班、小班的幼儿基本不
记得生日会为谁而办，只对收礼物、吃蛋糕念
念不忘。 中、大班的幼儿虽然已经能够很清楚
地表达祝福，喜欢参加同伴的生日会，但整个
过程中反应十分平静，仿佛在参加策划好的表
演，只在吃蛋糕和赠送礼物环节真情在线。 久
而久之，幼儿头脑中便会形成一个概念：过生
日就是吃蛋糕、送礼物。 这并不值得提倡。

从家长角度来看，大多数人是乐于付出而
又渴望被告知如何办生日会的。很少有家长会
抱怨办生日会费钱费时费力，多数家长的困惑
在于如何将自己孩子的生日会办出花样，尤其
是生日月份靠后的家长。 除此之外，家长也担
心生日会带来的健康隐患， 以吃蛋糕为例，假
设一个班有 30 个幼儿，每人每年要吃 30 块蛋
糕，更别说有些家长还会选一些不适宜幼儿的
食品作为礼物。

从教师角度来看，除了与家长具有同样的
目标———生日过得高兴、难忘之外，还希望从
中生发一些教育活动，目前被教师提及最多的
是通过举办和参加生日会让幼儿学会分享。但
问题在于，在蛋糕足够、礼物充足的时候，分享
并不是困难和挑战，幼儿没必要将 N 份同样的
礼物留在手里， 也不会吝啬对同伴说生日快
乐。那么，学会分享的教育目标便徒有其表了。

由此看来，如何明确方向，有效整合相关
教育资源， 设计别出心裁而富有意义的生日
会，无疑是当下幼儿教师普遍面临、亟待解决
的问题。

首先，应理解“分享”与“礼物”的含义。幼儿
分享的意识和行为不能通过一次活动被塑造，
也不可能被外部力量来强加。 分享礼物并不是
关键，分享时的快乐心情才是重点。 幼儿愿意与
人分享并感到快乐， 是因为分享能为他人和自
己带来幸福，而非牺牲个人快乐去满足别人，抑
或为了得到别人的分享要将自己心爱的东西与

他人共享。 关于礼物，儿童有 100种表达祝福的
方式，可以说一句话，唱一首歌，画一幅画，送一
个心爱的玩具，或讲一个小故事。 礼物背后的心
意最珍贵，完全没有必要购置统一的礼物。

其次，应避免为追求结果而包办代替的行
为。生日会的主角是幼儿，绝非成人。只要幼儿
忙的事能够促使他们动脑筋、克服困难、反思
自身行为，让他们有机会去交流和表达，这个
活动就是成功的。如果生日会的现场是成人忙
里忙外，幼儿被指挥得团团转，或冷眼旁观，生
日会即使再隆重，也毫无价值。例如，某幼儿园
的生日会，教师花了一周时间布置场地。 每名
幼儿排着队站在过生日的孩子面前送祝福、送
礼物。家长制作视频、发言稿，并在发言时被自
己感动得痛哭流涕。 旁边的孩子却不解地问：
“妈妈，我过生日你哭什么？ 应该高兴呀！ ”

再其次，应从儿童中来，落实到活动中去。
时间上，既然是集体生日会，每学期最多一两
次，频繁举办只会让幼儿不以为然。形式上，不
应局限于走流程式的吃蛋糕、送礼物。内容上，
可把生日作为主题，根据幼儿年龄特点，整合
各领域关键经验，设计庆祝活动。 例如，启发
小、中班幼儿以生日的不同月份、日期等数字
元素为线索， 探索自己和同伴生日之间的关
系，进行分类、排序等游戏；中、大班的教师和
家长平时支持幼儿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图
像、文字、声音、艺术作品）记录生活，在生日会
上诉说个人的成长故事；鼓励大班幼儿合作策
划各种形式的生日会。此外，还可以与母亲节、
妇女节、儿童节、“我长大了”等幼儿园已有主
题活动结合起来，在此过程中，成人应关注幼
儿对自我、他人和重要事件的体验。

幼儿教育之于儿童， 不仅担负着传输知
识、培养能力的重任，而且有滋养心灵、浸润灵
魂之功效。 倘若成人的一番努力，能够让幼儿
感受到生日的价值在于纪念出生、 分享喜悦、
反思生活，那对其未来的发展会大有裨益。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博
士生）

由蝌蚪引发的动物大探索
柚柚是一个有点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她有一双好奇的

大眼睛，总是能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与其他同龄的
5 岁小女孩不太一样，柚柚不喜欢芭比娃娃，不喜欢过家
家游戏，而是迷恋上了身边的小动物。

第一次知道柚柚对动物感兴趣还是从钢琴老师那里

听说的。 钢琴课结束后，钢琴老师说：“今天柚柚练琴的时
候一点儿都不专心，总是想着家里的小蝌蚪，还不停地跟
我说，希望爷爷多给她抓点小蝌蚪回来。 ”听老师这样说，
我决定下午离园时与柚柚妈妈聊聊。从柚柚妈妈那里我得
知，爷爷的确答应给柚柚抓小蝌蚪回来，而且小姑娘从小
就对小动物特别感兴趣。 与妈妈聊过之后，我决定尊重柚
柚的兴趣，同时也给她立下小规则。

第二天，我利用晨间活动时间与柚柚聊起了她的小蝌
蚪。她一听我知道她养小蝌蚪的事情，非常高兴，于是开始
给我滔滔不绝地讲关于小蝌蚪的事情， 包括从哪儿捉到
的，养在哪里，有多少只。 我很认真地听着她的讲述，并告
诉她，可以把小蝌蚪的照片和成长记录带到活动室里和小
朋友们一起分享。 她很欣喜地答应了，同时也答应我以后
认真参与活动，自由活动时间再和老师及小朋友们一起分
享有关小动物的事情。

第二个星期，柚柚把成长中的小蝌蚪的照片带到了幼
儿园里，和我们一起分享，并在大家面前讲述了小蝌蚪长
腿的奇异过程。 这让她成了小伙伴们心目中的动物大王，
大家都拉着她问长问短。 随后，我们在活动室的自然角开
展了饲养小蝌蚪的活动。每天都有孩子乐此不疲地在自然
角观察，并画下自己的发现。 随后，跟随孩子们的兴趣点，
我们又在班里开展了有关动物的主题活动“恐龙探险队”，
同样赢得了孩子们的热情投入和探索。柚柚在其中当然还
是活跃分子，她带了很多有关恐龙的图书、模型和大家一
起分享，还生动地讲述了植食恐龙和肉食恐龙的区别。

通过活动，孩子们了解到，许多动物因为环境的变化
而灭绝了，我们需要更细心地保护我们的环境，保护小动
物。 期末时，我特地把柚柚的饲养记录制作在了她的成长
册中，以便为她的童年留下美好的记忆。前不久，我们又一
起放生了她捉到的大凤蝶。 直到现在，柚柚还一直延续着
她的动物探索之旅。

《指南》中科学领域要点的解读中就指出，儿童有着与
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探究既是幼儿科学学习的
目标 ，也是幼儿科学学习的途径 ，大自然和生活中真实
的事物与现象是幼儿科学探究的生动内容。 激发探究兴
趣，体验探究过程，发展初步的探究能力，是幼儿科学学习
的核心。

在这个故事中，保护柚柚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是我所做
的核心工作。 如果一听到孩子不专心于某项活动，就一味
地数落和指责，而没有尊重孩子的兴趣，那整件事情的发
展走向就不会是之后那样了。 正因为与柚柚母亲一样，我
也希望能够保护孩子的好奇心，才进而引发了整个班级对
动物世界探究的愿望，，生成了有关探索动物世界的主题活
动。。 在当代的都市生活中，，孩子们越来越远离大自然的情
况下，，能保护孩子们对生物世界的好奇心、、探索欲望，，是很
难得的一件事情。。希望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可以在他们的
心里种下科学探索的种子，，为他们以后开启对更广阔的世
界的探索埋下小小的伏笔。。 （（颜 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