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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忆 就幸福 

——以儿童发展为本的 “微教研” 新实践 

 

幼稚园内地专家教师 林檬 

 

香港特别行政区 

又一村学校 温雪莹 

 

【摘要】 

     这一年，本校有幸参与了「2023/24 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在

教育实践场域中用心架起了一座理念融合的重塑之桥，学习融合的共进之桥，情

感沟通的解难之桥。这一年，我们一起「向内看，练内功」，把以儿童发展为本

的「微教研」实践作为研究重点，积极推动教师创新课程，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营造校内中华文化氛围。 

 

中华文化是塑造幼儿优秀品格不可或缺的元素，本校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但在推行中仍存在「如何利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资

源」、「如何提升教师自身传统文化素养」等疑问。内地专家教师引入以儿童为

本的「微教研」，坚持以「自然、圆融、有趣」为原则，将中华优秀文化融入教

学活动中，对幼儿、教师、材料三个主体进行研究，并通过持续、系统性的专业

化学习，推动课程的创新实践。  

 

转眼间，一年的交流计划即将步入尾声，回想起第一次会议中我们共同商

讨定下计划目标的情景，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故事浮现眼前，让人在每次回忆都感

到幸福！我想邀请大家一起阅读我和内地专家教师的日记，一起感受这份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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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颗红鸡蛋的故事 

内地专家教师 林檬老师 ﹕ 

2023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是第一次驻校，在工作会议上，核心小组成员 K1 肖老师提出了一个问

题：「林老师，我们正在开展主题『奇妙蛋宝宝』，请问主题内容如何与中华传统

文化结合？我感到很困难，有点迷茫。」此问题的提出令在场的老师们都陷入思考

中。「蛋宝宝主题」如何融合中华文化元素，又适合 K1 幼儿的学习发展呢？我没有

急于给出一个建议，因为问题是实现认知升级突破的开始，一起想，一起解决问题

的过程就是「研」的开始。温校长思考了一会儿后，讲述了关于自己小时候过生日

时，妈妈给她煮了颗红鸡蛋的幸福经历。原来，这是香港地区的一种传统习俗，代

表了一种美好祝愿。她一边讲述故事，一边回忆那份温暖的关爱，那一瞬间，似乎

大家更理解优秀传统文化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它也许就是一颗温暖的红鸡蛋，一

回忆就幸福。这时，K1 肖老师的课程设计思路似乎被打开了，她兴奋地说道：「在

主题活动中，我可以和孩子一起观察红鸡蛋，体验做红鸡蛋、送红鸡蛋，将课程延

伸到家庭。」大家都纷纷赞同。「一颗红鸡蛋」的故事打开了大家设计课程的思

路，我顺势启发老师们从「蛋宝宝」主题中去思考生命教育及感恩教育，从 K1 幼儿

的认知特点角度出发，用有趣的故事和游戏材料激发幼儿感知亲人的关爱，在孩子

的幼小心灵种下「孝顺」的种子，「百善孝为先」就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研讨

结束后，核心小组立即建立了微信工作群，群组名称就叫「送您一颗红鸡蛋」，代

表着两地教师对这一年携手协作的美好期盼！ 

 

又一村学校 温雪莹校长﹕ 

2023 年 11 月 9 日          星期四            晴 

红鸡蛋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教师课程创新思维被点亮和一场「教研活动」展开

的过程。教师需要更多的力量，为他们在教学中遇到的关键问题指引方向，推动他

们的专业发展，而「教研」是提升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有效路径。在内地专家教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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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确定了以儿童发展为本的「微教研」行动研究，力图通过持

续、系统性的专业化学习，推动教师课程创新，为又一村学校开展专业教研打下坚

实的基础。随后，我们又进一步对「微教研」的内涵、原则及组织方式进行了反复

论证。「微教研」强调「小切口，真问题，重过程，有实效」。通过内地专家教师

和课程领导设计有共鸣的专业对话场景，产生专业共振，激发专业共情以促进教师

的专业提升，发展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校本课程。 

共构愿景后，两地教师一起努力实现目标。每次驻校日，大家都很期待参与

林老师精细设计组织开展的「微教研」。老师表示每一次都是一场「头脑风暴」，

让她们有很强的「认知冲突」，而正因为有了认知冲突才带来自觉的反思性实践。

教研的持续发展，促使教师在改变、孩子在成长。 

 

 

 

 

一顿幸福的团年饭 

 

内地专家教师 林檬老师 ﹕ 

2024 年 2月 6日          星期二            晴 

K2 陈老师在推进「中国筷子」主题时，举办了一次图工活动，让孩子们创作

具有中国传统花纹式样的筷子托。在当日的「微教研」中，我们的研讨主题是「怎

样的材料是好玩可玩的材料？」。教研开始，我首先请老师运用陈老师提供的材

料，像孩子一样动手制作筷子托。在制作过程中，老师不约而同地提出反馈：「纸

太小了，纸太硬了，不好折，太费力了！」陈老师也自我检视，并表示：「我发现

今天提供给孩子的材料有问题，纸的材质选择太硬了，纸张太小了，不好折，而且

花纹也无法画出来。」我追问道：「如何调整呢？」通过思考「怎样的材料是好玩

可玩的材料？」的问题，参与研讨的老师们贡献了许多具创意的方法，让教研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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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交流讨论的氛围。我观察到陈老师认真地聆听、思考，记录同伴的好建议，

并运用在教学实践中。 

随着主题的推进，春节的脚步也渐渐临近。陈老师跟随着儿童的兴趣，结合

传统佳节的来临，设计了一个名为「哇！美味的团年饭」的活动。我们再次走进她

的班级，陈老师选择了适合 K2 幼儿阅读的绘本《团年饭》，通过绘本故事带领幼

儿充分感受传统节日中的「人情味」。陈老师更为孩子们创设了「团年饭」的情

境，教师以图工材料设计了丰盛的「菜肴」，包括「年年有鱼」和「笑虾虾」，让

幼儿练习使用筷子夹取大小不同的「餸菜」，提升他们的小肌肉发展和手眼协调能

力。孩子与老师开心地围坐圆桌，一边用筷子夹着美味的「餸菜」，一边互送祝

福。在这顿幸福的团年饭中，我们看到了孩子能力和经验的提升，也看到了教研带

给老师教学行为的转变。 

 

 

 

 

问题墙——「没有风，风筝能飞上天吗？ 」 

 

又一村学校 温雪莹校长﹕ 

2024 年 2月 22 日          星期四            晴 

在以儿童发展为本的「微教研」中，内地专家教师不断地带来创新元素。

「课程问题墙」就是其中之一，它强调在主题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教师要观察幼儿

的兴趣点，鼓励幼儿提出与主题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涉及幼儿对主题的好

奇、疑惑或希望了解的内容。教师需及时地将这些问题整理成「问题墙」，以作为

课程设计的基础。通过此举，教师可以更了解幼儿对中华文化元素的学习需求和兴

趣，从而提供更有意义和有效的学习体验，活动设计亦更有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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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专家教师 林檬老师 ﹕ 

2024 年 3月 14 日          星期四            晴 

K3 卢老师开启了主题「有趣的风」，自然融入了有关中国风筝的探索元素。

那天，走进课室，一幅很生动有趣的「儿童课程问题墙」映入我的眼帘，记录了孩

子关于这个主题的问题，包括：「没有风，风筝可以飞吗？」、「风筝越大就会飞

得越高吗？」、「风筝最高可以飞到哪里？」等，吸引了老师们围观。卢老师表

示：「在上次『微教研』后，我就一直想尝试在自己的班级中与孩子共创『问题

墙』。这次开启主题后，我就和孩子展开讨论，他们真的好会提问题呀！」卢老师

又问我﹕「林老师，其实我也有关于对风筝的问题，可以一并贴在这幅墙上吗？」

我回应﹕「当然可以，课程问题墙的原意就应该有老师的参与。因为在主题中，最

美的状态是老师和孩子一起学习与成长。」 

老师们对于「微教研」引入的创新元素感兴趣且愿意去尝试，这令我们很欣

慰，也不断启发我们完善优化「微教研」的组织形式。于是，孩子们关于「没有

风，风筝能飞上天吗？」的问题也成为了我们「微教研」共同探索的问题。核心小

组全体成员与孩子都参与到了活动中，研讨场地也「搬」到了户外，我们和孩子一

起等风来，一起探索风与风筝的关系，去体会「追随儿童」的幸福感！ 

「微教研」带给了老师们创新理论知识，带来了老师们教学行为的转变，激

发了孩子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学习兴趣。 

 

 

 

内地专家教师引入以儿童发展为本的「微教研」新实践，令老师更了解如

何以「自然、圆融、有趣」为原则，将中华优秀文化融入幼儿教学活动中，通过

支持教师持续、系统性及专业化学习，推动课程创新实践。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两地教师共同策划了一场新春庙会，邀请家长参与其中，活动内容包括：欣赏皮

影戏、吃团年饭、做风筝、寻找红鸡蛋，我们将日常课程转化成有趣的游戏，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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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名幼儿从创造中体验中华传统节日的乐趣，让每个家庭都充分体验传统节日

的文化氛围。 

 

回顾以上一点一滴的片段，一个又一个的真实故事，过程令人回味，不同

持份者的改变令人鼓舞。改变需要勇气。我感恩内地专家教师林老师带领本校教

师，特别是核心小组成员之间进行多角度探讨。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将中华

文化与中国民间故事或传统节日联系。原来只要花一点心思，我们也能把中华文

化的深远内涵融入平日的教学活动中，甚至贯穿整个校本课程的脉络。在各个领

域中，我们也能加入创新元素，善用环境布置，把适合的素材引入活动中。我们

把这些教学材料整理编辑，丰富了学校的资源库。 

 

「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有效促使两地教师在互学互鉴中坚守

「为每一个幼儿创设经验」的理念，过程中有喜乐也有辛劳的点滴。我们把成功

的例子继续延伸发展，从未完善的地方增添再尝试的动力。这期间，我们还有幸

参与了【感-颂-赏-幼稚园中华文化传承之旅】经验分享短片的拍摄。这一年工作

的完结正是延续更丰盛经验的启始，就让这座横跨两地的心桥，继续为每一个人

心中植根中华文化的基因。 

 

感恩这一年，让我们携手记录下了这份珍贵的成长历程，也共同写下了令

人「一回忆，就幸福」的美好教育故事、成长故事、香港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