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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

开放式对话：晨间运动新突破

□ 江苏省昆山市柏庐幼儿园 饶玲

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从思想认

识、 情感态度、 能力习惯三个方面对全体幼儿提出

了劳动教育目标。 可见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

内容。 体育活动是幼儿生活中最喜欢的活动。 体育

活动前后有活动材料的摆放和收取环节,这也是进行

劳动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所以在体育活动中， 体育

活动前后的劳动成为幼儿“快乐”活动的一部分， 让幼

儿在快乐的体育游戏中潜移默化地进行劳动意识的

培养。

一次晨间谈话时， 我与孩子们一起讨论昨天的

晨间运动，于是一次关于“晨间运动”的“对话”由此

展开了。

对话一：场地布局的再更新

对话中，孩子们提出每天运动器械的摆放都是相

同的，日复一日难免觉得有些无聊，我询问孩子们有

什么想法，他们觉得每天有新的期待和新的挑战。 倾

听孩子们的想法，支持孩子们的决定。 自主分组、自主

设计，晨间运动的布局在初次讨论中有了更为精优的

“更新”。

对话二：运动空间的再扩大

第二天，孩子们拿着设计图纸进行了投票，自主

决定了每一天的使用顺序，然后拿着当天的图纸兴奋

地奔向了运动操场。 轩轩拿着各种运动器械时不时地

到图纸前看一看、比一比，再回到场地认真地摆放，通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第一张新的运动布局诞生

了。 大家迫不及待地要去玩一玩，在玩的过程中，发现

了一些问题：“老师，太挤了，走龟壳一不小心就把旁

边的圈圈弄乱了”，于是，我们回到教室又展开了第二

次对话。 对话中， 负责摆放的轩轩提出了想法：

“图纸上画的圈圈、 龟壳、 山洞都是紧紧靠在一起

的， 真的运动时其实很不方便。” 这一问题引发了共

鸣。 他们开始分析原因， 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中

分析出： 设计图纸时也要考虑到每个区域的运动空

间， 不然就会造成拥挤； 大家也要分区运动， 不能

都扎堆在一个区域。 针对“区域空间不足” 的问题，

孩子们决定充分的运动操场上的每一个角落， 扩大

运动空间； 针对“某个区域人群扎堆” 的问题———

请老师帮助隔段时间就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每个区域

的幼儿人数， 回到教室一起查看哪些小朋友一直不

更换运动区域。

于是，运动空间的规划又一次开始了。 孩子们分

工合作将运动场域延伸至整个操场， 扩大了运动空

间；老师也尊重孩子们的意见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每个

区域的运动人数；一部分孩子用绘画的方式限制进入

茶馆游戏的人数。“运动空间再扩大”的问题在孩子们

的积极思考、动手操作中得以解决。

对话三：运动规则的再规范

对话中，有一些休息者根据自己的运动体验提

出了困惑：“有的小朋友骑车没有按照说好的规则

进行”。

关于“运动规则”的对话由此展开。“需要一个运

动秩序员，看好大家有没有按照规则运动和游戏”“运

动的要自觉遵守规则， 不然会对别的小朋友添麻烦、

造成困扰”“可以制作一些规则牌，提醒骑过来的小朋

友”“让老师拍照拍下来，违反规则的小朋友不能得到

积分”等一系列运动规则被孩子们一一罗列出来。 对

话中，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对运动规则有了更深层次

的认识。 游戏中，根据自己总结出来的运动规则在运

动场里尽情地游戏着、体验着。

孩子们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清晰的游戏思路。

而追随孩子们的思维，满足孩子们的需要，支持孩子

们的行为，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我也获得了一些感悟：

感悟一：在分享交流的基础上给予支持

交流分享是游戏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是自

由、自主、愉悦、创造游戏精神的体现。 分享过后根据

幼儿的体验给予适宜的支持是教师应有的教育策略，

比如，教师支持幼儿解决场地设计问题、布局问题、规

则问题、管理问题。 教师的及时倾听、语言引导、材料

提供、多次讨论与分享等都是给予幼儿的支持，对这

一系列问题的支持都助推幼儿的游戏进一步开展。

感悟二：在自主创作的过程中注重体验

关注幼儿的学习、创造的过程而非结果是课程游

戏化理念带给我全新的认识。 活动中，幼儿在一次次

的动手操作中改造着运动环境，运动表征、手机拍摄

丰富了游戏内容。 游戏在一次次的活动中持续丰富

着， 而我则一直追随着幼儿的思维为他们架构活动，

持续关注幼儿自主与创作的过程，这也是游戏化理念

带给我行动上的改变。

感悟三：在表达表征的过程中给予回应

除了支持幼儿、关注幼儿的学习过程之外， 我还

鼓励、 支持幼儿对运动过程进行表征与表达， 以满

足幼儿想象与创造的需求， 比如运动图纸的设计、

运动规则的表征和照片记录表征等。 对幼儿的自主

表现、 表达行为， 我都及时回应， 给予他们肯定与

支持。

在课程游戏化理念的背景下，我始终相信幼儿是

有能力的主动学习者，坚持“幼儿在前、教师在后”的

原则，给予幼儿大量自主探究、自主发现的空间和时

间。 同时我不断追随、支持幼儿的活动，通过分享、倾

听、记录了解幼儿的需求，为幼儿的深度学习创设条

件，帮助幼儿建构和积累学习经验。

让思维之花在建构游戏中绽放

□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碧波实验幼儿园 金瑶菲

思维能力是儿童学习能力的核心。 随着教育理念

的不断深化，愈发强调了儿童思维能力的培养。 幼儿

阶段是思维发展的关键时期， 此时孩子的逻辑思维、

空间理解、创造力等能力正在快速成长，而建构游戏

作为一种重要的幼儿园教育活动，能够促进这些能力

的发展。 所谓建构游戏，是指幼儿通过各种材料（如积

木、拼图等）进行自由的搭建和创造。 如何在这个过程

中引导和促进幼儿的思维发展，成为每位幼儿教育工

作者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以大班建构“新年

的城市”为例进行探讨。

一、创设丰富游戏环境

环境是游戏的舞台，而丰富的游戏环境则是幼儿

思维的摇篮。 在幼儿园中，教师应根据幼儿的兴趣和

发展需求，提供多样化的建构材料，如各种形状的积

木、自然素材和废旧物品等，使环境充满探索的可能。

在这样的环境中，幼儿得以自由探索、随心构建，他们

的思维在不断的尝试中变得灵活而富有创造力。

以建构“新年的城市”为例。 在幼儿园的活动室

中，教师可以通过布置不同风格的建筑模型、丰富的

积木材料以及与新年相关的装饰品，将“新年的城市”

这一主题具象化。 同时设计一个“城市地图”，上面标

注出孩子们可以建造的不同区域，比如商业街、休闲

广场、文化中心等。 这样的环境不仅能够激发孩子们

的想象力，也为他们提供了探索与建构的空间。

接下来，教师可以为幼儿准备一些与新年相关的

元素，例如灯笼、鞭炮装饰，这样能够让孩子们在进行

建构时，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从而激发他们的创造灵

感。 在这一过程中， 教师可以巧妙引导孩子们思考：

“如果我们要在城市中增加一个春节庙会， 应该用什

么材料建造？我们需要考虑到什么样的设施？ ”这样的

问题，能够促进幼儿的逻辑思维和空间想象能力。

二、引导幼儿自主探索

在创设好环境后， 教师要扮演一个引导者的角

色，而非主导者。 让幼儿自由探索，是发展思维能力的

关键所在。 在“新年的城市”建构游戏中，教师可以通

过组织小组活动，鼓励孩子们在团队中进行讨论和设

计，自己则在旁观察、适时提供启发性的建议，但不要

直接干预他们的创作过程。 在建构“新年的城市”时，

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 自由选择建筑材料，甚

至设计出独特的建筑结构。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不

断地进行比较、判断和修改，思维能力便在无形中得

到了锻炼。 当他们在建造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教师

可以鼓励他们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如：“我们的建筑为

什么会有点不稳呢？我们可以怎样来改进？ ”这样的引

导，不仅帮助他们发现问题，还能培养他们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三、将游戏与学习结合

建构游戏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玩耍，更是学习的契

机。 在建构游戏中，将游戏与学习紧密结合，也是提升

幼儿思维能力的重要策略。 幼儿的思维是通过实践与

体验不断发展的，在游戏中学习，能够让知识更深刻

地扎根于他们的心中。 例如，在“新年的城市”建构游

戏中，教师可以在游戏中引入数学概念，如测量长度、

比较高度、大小等。 通过实际的建构活动，让孩子们运

用这些知识， 比如让他们计算出不同建筑的高度，或

者在建造商业街时，讨论“我们需要多少个停车位？ ”

这样的结合，不仅使他们在游戏中获得乐趣，还让他

们在无形中理解了基本的数学原理，建立数学经验。

此外，还可以将游戏与社会知识结合，让孩子们

在讨论城市的布局、交通问题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

与他人沟通、协作与分享。 这样的游戏过程不仅能增

强幼儿之间的互动，提升其思维能力，还能为幼儿的

社会性发展创造条件和支持。

四、注重游戏评估反馈

在建构游戏的过程中，评估与反馈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环节。 注重游戏的评估反馈，能够有效促进幼儿

的思维发展。 例如，在建构“新年的城市”结束后，教师

可以组织一次“城市展示会”，让每个小组分享他们的

创作与想法。 在这个过程中，鼓励孩子们互相评价、提

问和反馈。 比如，一个小组展示了他们的“春节庙会”，

其他孩子可以提出疑问：“你们的庙会里有怎样的活

动呢？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建筑风格？ ”这样的互动，不

仅让孩子们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培养了他

们批判性思维。

教师在评估时，也应关注孩子们在建构过程中的

努力与创造，而不仅仅是结果，给予他们积极的反馈

和建议。 这种正向的评价会让幼儿在未来的游戏中更

加勇于尝试，不断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形成更为坚

固的认知结构。

在幼儿园的建构游戏中，教师可以通过丰富的游

戏环境、自主探索的引导、游戏与学习的结合以及评

估反馈的策略，全面促进幼儿的思维能力发展。 这样，

不仅能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游戏中体验创造的乐趣，更

让他们在无形中学会了如何观察、 思考与解决问题。

正如那句话所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一万次灌

输不如一次真正的唤醒。 ”在每一个建构的瞬间，都蕴

藏着孩子们未来成长的希望。 让我们在这条充满欢声

笑语的教育之路上，携手前行，静待幼儿绽放出属于

他们的璀璨光芒。

从珠海航展看新时代中国国际安全观话语权提升

□ 南宁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巧巧

当前，全球正面临百年未遇的大变局，各种世纪

性挑战相互交织，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遭遇重大阻碍，

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在这样

的背景下，中国国际安全观的提出与实施显得尤为

重要，它不仅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贡献了中国的

智慧和方案，而且体现了中国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创

新， 彰显了党始终将人民安全置于核心位置的宗

旨。 不仅拓展了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而且为保

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2024 年 11 月 12 日至 17 日，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

航空航天博览会，（以下简称珠海航展） 将在珠海举

办。珠海航展其持续的发展和深远的影响力不仅展示

了国家的科技实力和国防能力，同时也映射出中国在

全球安全治理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以及所作出的突

出贡献。

一、唯有埋头才能出头：坚定不移地举办珠

海航展

自 1996 年首次亮相以来， 珠海航展每两年举行

一次，它是中国唯一一个得到中央政府批准的国际性

航空航天专业展览， 也是全球航空航天界的一大盛

事，跻身五大航展之一。 经过 28 年的砥砺前行，珠海

航展凭借多年的精心筹备和各方的共同努力，已经成

长为国内外航空航天领域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它

在推动中国航空航天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奋力追赶，崛起并肩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和在航空航天领域的

奋力追赶， 航空航天产业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新时期。

在这一背景下，珠海航展作为展示中国航空航天科技

成果的重要平台，其国际影响力得到了迅速提升。 在

砥砺前行的道路上， 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历经风雨，不

断加强与国际顶尖企业的深度交流与合作，积极吸纳

全球先进经验和技术，展现出奋力追赶、勇于创新的

决心与实力。 在这一波澜壮阔的进程中，珠海航展

凭借其市场化和专业化的不懈追求，以及中国经济

和航空航天产业的坚实后盾，吸引力与日俱增。 越

来越多的国际知名企业被吸引至此，不仅丰富了珠

海航展的国际元素，拓宽了合作渠道，更为中国航

空航天事业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提供了宝贵的

国际视野和学习契机。

（二）独立创新，快速发展

珠海航展见证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从“跟跑”

“并跑”“领跑”的转变，从“模仿学习”到“独立创

新”的跨越。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过程中，中国航空

航天企业不断加强自主研发能力，取得了众多关键

技术的突破。这些创新成果不仅推动了国家在科技

创新领域的进步，也为珠海航展增添了更多的亮点

和看点。 如，本届航展除了歼 -35A、红 -19 等尖端

装备以外， 还将首次增设无人机无人船演示区，嫦

娥六号从月球背面采回的月壤样品也将现身。

简而言之，珠海航展是中国航空航天自主创新发

展历程的缩影。 在乘风破浪的征途中，我们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了

技术上的重大创新，甚至在某些前沿领域，我们已经

取得了领先地位。 显然，我们不仅有坚定地致力于维

护自身的安全的能力，而且拥有为全球和平与安全作

出贡献的实力。

二、讲述中国故事：共享共情共担

珠海航展不仅是一个展示科技成果的平台，更

是一个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力

量，中国自信的窗口。 他们通过珠海航展，向世

界展示了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创新成果和

突出贡献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了中国航空

航天事业。

（一）共享合作

航展期间， 国际航空航天界的精英们齐聚一堂，

共同分享经验与成果，探讨航空航天领域的未来发展

趋势，并商讨行业发展大计。通过交流与合作，他们不

仅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还促进了不同文化

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为全球航空航天事业的和谐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因此，共享合作构成了珠海航

展向国际航空航天界传递的交流桥梁，促进了全球航

空航天事业的共同进步。

（二）共情共赢

随着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取得显著进展，并

在众多科技领域跻身世界领先行列 ，与之合作便

预示着机遇与共赢 。中国人民以脚踏实地的态

度，稳步前行，致力于自身的发展，为世界带来

了共享与繁荣。 在上一届航展上，首日便签订了高

达 2500 亿元人民币的合作协议，成交的飞机数量

超过 350 架 。 今年，人们普遍持有更为乐观的

态度，参展商数量的激增 、高端装备的涌现以

及民众热情的高涨，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共情共

赢， 这是珠海航展向世界传递的温馨信息。 在这

里，合作与共赢是核心主题，而理解与尊重则是其

坚实基础。

（三）共担共责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4 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中

国不仅发展自己，也积极拥抱世界，担当大国责任。 ”

在珠海航展的平台上，中国航空航天企业与国际伙伴

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和经济层面，更体现在共同

承担全球责任和义务上。 通过这些合作，中国航空航

天企业与国际伙伴不仅促进了技术交流和资源共

享，还加强了在全球性挑战上的协同应对。 展望

未来，这种共担共责的合作精神，我们坚信中国航

空航天事业将与国际伙伴并肩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灿

烂的明天。

三、彰显大国风范：增强中国国际安全观的全球

话语权

珠海航展的成功举办，不仅凸显了中国航空航天

领域的飞速进步和巨大潜力，也成为了中国提升国际

安全观话语权的重要平台。 在航展期间，通过展示尖

端装备， 中国不仅展示了其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也

增强了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决策能力，国际

安全事务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可以说珠海航展的成功举办，不仅凸显了中国航

空航天领域的飞速进步和巨大潜力，更彰显了中国作

为大国的风范和担当。 通过这一平台，中国不仅增强

了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更为全球的

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未来，中国将继

续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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