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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用青春拓宽幼教边界 以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记辉县市西平罗乡中心幼儿园园长郭文艳

怀揣教育梦想坚守山区，做探索乡村教育的实践者。用青春

拓宽幼教边界，以执着培育乡土文化。双脚沾满泥土，双手携起

万家，让淳朴乡风催生农家幸福，让优秀文化助力乡村文化。

——题记

郭文艳毕业于新乡市第一师范学校，本科学历，中小学一级

教师，中共党员，2012 年到辉县市西平罗乡中心幼儿园担任幼儿

教师，2015 年担任幼儿园园长。多年来，她坚守辉县山区，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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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山区幼儿教育为己任，挥洒自己的青春、热情和汗水，脚踏实

地，开拓创新，在太行山区谱写了一支动人的乡村教育之歌。

郭文艳先后荣获新乡市模范班主任、新乡市优秀园长、李芳

式的好老师、“出彩河南人”2019 最美教师、新乡市先进工作者

等荣誉。

怀揣教育梦想，开启山区从教之旅

郭文艳 1999 年至 2002 年就读于新乡市第一师范学校学前教

育专业。2012 年，辉县市教育局响应国家的政策，大力发展学前

教育，她有机会参加了辉县市教育局组织的招教考试，考取了位

于辉县市中心、办学条件较好的、办园历史悠久的辉县市第二幼

儿园。但就在这个时候，辉县市为促进城乡教育均衡而建设的辉

县市西平罗乡中心幼儿园（川中幼儿园）正需要教师，从小生在

农村、长在农村的郭文艳，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于是，没有犹

豫，没有彷徨，她满怀热情，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城里的优越条件，

背起行囊来到了这所位于深山区的幼儿园，开启了她的乡村教育

探索之路。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她深深地了解乡村的现状：走进村子，

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整个村庄人烟稀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

留守妇女居多，扑面而来的是清冷和落寞感，她甚至眼睁睁地看

着一个个家庭搬到城市去过并不适合自己的生活。而老百姓思想

的落后、精神世界的匮乏、对教育认知的欠缺更是她面临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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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郭文艳认识到：教育的均衡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上，更应该

体现在学校的软实力上。乡村应该有专业的教师，乡村应该有优

秀的家长，乡村的孩子虽然人在乡野，但是应该心怀世界，乡村

的孩子应该和城市的孩子读同样的书，应该和城市的孩子享受同

样的精神世界。乡村学校的种种难题，如何突破，有句话说得好，

办法总比困难多，她尝试通过各种方法来寻找答案。

开发乡土资源，点亮山区幼教

山里的留守儿童多，乡民们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为让山区孩

子享受到高品质的学前教育，她请专家把脉，带领川中幼教人从

当地的实际条件出发，充分利用乡土资源，因地制宜，探索开发

适合孩子们发展的园本课程。

为给孩子们提供学习活动的生态种植园，郭文艳带领老师们

俯下身体一起劳动。种植园需要管理，她早晨 5 点便开始工作，

中午稍作休息便接着干，一直干到天黑，一天两头见星星，夏天

太阳非常火辣，烤得人喘不过气，只见她赤脚挥锄，弯腰拔草、

撒化肥，手脚都是泥，不知疲倦和劳累，露水和汗水交融在一起，

稍有空闲时间就钻到班上给孩子上课。有人到幼儿园找她，问园

长办公室在哪里，老师们说，我们园长几乎从来不坐办公室。她

不仅是园长，还是一线教师，是干活能手，她无论多么劳累，多

么艰苦，始终以身示范，她的这种实干精神打动了老师和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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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文艳的带领下，老师们明白了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

材的课程观，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乡村田

野中的玉米皮、树叶、石头、废布、废旧竹帘，种植园中的花生、

玉米、红薯等，这些都成为了他们的课程资源。

郭文艳带领老师们坚持采用参与式、体验式、实践式的学习

方式，让孩子们参与其中，亲身体验活动的乐趣，在种植园中，

从翻土播种到锄草、浇水，从观察秧苗生长到收获果实的过程中，

孩子们的各种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每周孩子们都会进行田园

课程，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亲近大自然，听闻大自然，尽享植

物成长与自我成长的快乐，让他们从小就种下爱心，拥有责任心。

她们构建的自然教育课程丰富多彩：河滩里的石头变成了小

乌龟、恐龙蛋、小汽车等，废纸箱变成栩栩如生的美工作品，秋

季散落在地上的树叶转身在孩子们手中拼贴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

图画，田间丰收的玉米皮在手工制作中华丽转身为小拖鞋、小靠

垫和不忍再触摸的盛开的花朵，废弃的竹帘变成了风筝的龙骨，

丢落的鞋子、水壶竟然幻化转身成为孩子们种植物的花盆，这些

乡土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既绿色环保又经济适用，很大程

度上降低了教育的成本，培养了孩子们的综合能力，更体现了教

育的智慧。

在郭文艳的带领下，川中幼儿园先后荣获“河南省教育名片”

“河南省示范幼儿园”“河南省家园共育示范幼儿园”等多项荣

誉，并被确立为教育部、财政部“国培计划”——河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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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基地；她自己也先后荣获影响中原优秀名园长、李芳式的好

老师、“出彩河南人”2019 最美教师等荣誉。

提升家长素质，复育乡村文化

在这里，留守儿童由留守老人带，这就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教

育难题——孩子在幼儿园好不容易培养起的良好习惯，一回家、

一放假，就一下子回到“解放前”。长此以往，严重影响孩子的

身心健康可持续发展。家园共育也有了一个大前提——要想改变

孩子，首先得改变家长，只有家长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天向上。

为把家长引领到科学教育孩子的大军中来，郭文艳请专家进

行育儿知识专题讲座，定期给家长开放阅览室，并定期带领教师

进行全员家访活动，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和家庭情况，帮助家长

学习科学育儿知识。但这些，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

为了更好地改变家长的思想意识，经中国农业大学孙庆忠教

授指导，郭文艳为家园共育换了一个新思路——她带领幼教团队

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以幼儿园为依托的乡村社区大学——川中社区

大学。

郭文艳勇做排头兵，带领老师勇当社区大学的义工、讲师。

刚开始，社大的学员还是以孩子家长为主，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村

民也都积极地参加其中。面对山区这群年龄参差不齐，甚至目不

识丁的农民学员，老师们大胆创新，设置丰富的课程内容，让终

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体味生活赋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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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让他们通过学习，不仅提高自身的素质，同时也影响着

自己的孩子和家庭。

截至目前，参加社大的学员有 600 余人，辐射周边 15 个村庄。

梁漱溟先生说过“一所理想的乡村学校，不仅要成为一所好的育

人场所，还要成为改造乡村社会的中心。如果说乡村学校是传播

乡村文明的精神场域，那么川中幼教人就做传播乡村文明的使者，

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走进川中社大，让

村里的吵架声和搓麻将的声音变少，让歌声和读书声变多。经过

近几年的实践，家园共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不只是家长有了成长，

甚至还为村民们树立起了终身学习的理念，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贡献了教育人的力量。

山区虽有些寂寞，但却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嘈杂，可以让人很

自然地静下心来呼吸，可以让人在远山近水间思考自身存在的价

值。2018 年 1 月 8 日，应南京市鹤琴幼儿园园长张俊的邀请，郭

文艳代表川中幼儿园参加了南京市鹤琴幼儿园“第二届活教育共

同体”研讨会，并在此次会议上与大家分享了川中幼教人的教育

故事；3 月 8 日，她又接受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

究所所长杨小微教授的邀请，参加了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学校

改进与伙伴协作”第十届学术研讨会；2018 年 6 月，她作为一名

普通的乡村幼教工作者，登上了中国学前教育的最高讲堂——中

国学前教育学术论坛，给 3000 余学前教育工作者讲解川中幼儿园

的教育故事，感动了无数的学前教育专家和学前教育同行。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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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第一所以幼儿园为依托的乡村社区大学，川中幼儿园成

了全省乃至全国学习的教育典范。2019 年川中社区大学荣获国家

级“终身学习品牌项目”；2020 年 2 月，全国学习雷锋志愿服务

“四个 100”先进典型评选活动中，川中社区大学荣获“最佳志

愿服务项目”荣誉，《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教育家》

《教育时报》等多家媒体先后报道川中的事迹 40 余篇，受到了业

内外同行的充分肯定和广泛赞誉。2020 年 11 月 20 日，她带着川

中的故事走上了博鳌教育论坛 2020 年年会的讲坛。

十多年的坚守和奋斗，川中幼儿园从默默无闻的小山村走向

全国，走进东北师大、河南大学等高校，走进北京、南京、重庆、

成都等城市，走上了中国学前教育的最高讲坛，2020 年又走上了

博鳌教育论坛的讲台。在学前教育发展的春天里，在城乡教育均

衡的发展的历程中，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声中，郭文艳用真心和真情

带领自己的团队用青春和热情谱写了一部乡村教育的美丽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