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8

TOP学习 课堂
2013年9月17日 星期二 编辑：曹继慧 美编：夏普 校对：邹晓梅 版式：陈媛媛

人人能当“小班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不少家长反映，孩子“喜欢上幼儿园了”、“知道照顾别人了”

“喜欢上幼儿园了。”“知道照顾别人了。”“更有责任感了。”
这是新学期开学后萌芽幼儿园小一班不少家长对孩子的评价，而这些变化全部源于该班班主任刘晓艳
在班里推广的小班长轮岗制，在这里，小班长不再是权利的象征，而以一名服务者的角色出现，今天你来
当，明天我来当，谁表现得好，当的机会就更多，为大家发勺子、摆碗筷、带领大家做律动等。
“从上学期到现在，班里的每个孩子差不多都当过小班长，孩子们也以为大家服务为荣。”刘晓艳说。
郑州晚报记者 吴幸歌

在这里，小班长不再是“领
导”，而是一名“服务者”

9 月 4 日，萌芽幼儿园新学
期开学的第二周，一些孩子因为
不适合幼儿园生活还有哭闹情
绪，为了缓解孩子们的入园焦虑
症，同时也为了鼓励新入园的孩
子好好表现，刘晓艳在下午离园
的时候，对几个不太适应的孩子
提出了一个建议，“明天一定要
笑脸来，如果笑脸来，就有机会
当小班长”。

9月5日早上7点半，记者在
小班门口看到，原来爱哭的几个
孩子，今天出奇地没有哭，进教
室时还大声和老师打招呼：“老
师，早上好。”

为了鼓励这几个孩子，刘晓
艳从中挑选两个小朋友担任第
一个环节的小班长，帮小朋友发
早餐的勺子。在刘老师的鼓励
下，两个小朋友欢天喜地，不仅
忘记了初入园的各种焦虑，还主
动在发完勺子后帮小朋友拿馒
头，移凳子等。

上午10点，是小朋友做律动

的时间。刘晓艳提问：“谁要当
小班长带大家做律动？”二十几
个孩子“我、我、我”地举起手来，
刘老师又从中挑选两位走上台
前，带大家一起做体操……

从早上 7 点半，到中午 11
点，记者发现，共有8位小朋友分
别担任了小班长职务，有小朋友
靠自己的表现争取的，有老师主
动挑选的，还有小朋友自告奋勇
的。在这里，小班长不再是一种
权利的象征，而以是一名服务者
的身份出现，为大家发勺子、发
书、带领大家做律动等。

多数家长反映孩子“喜欢上幼
儿园了”，“知道照顾人了”

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家
长都为刘晓艳的这种举措叫
好。尤其是上学期就跟刘晓艳
一起学习的孩子家长。

家长王先生说，他以前只听
说过小学、中学有班长，没想到
幼儿园也有小班长。孩子第一
次回家给他说在学校当小班长
时，他挺高兴的，至少说明孩子

在幼儿园表现还不错，但后来经
常听孩子回家告诉自己又在幼
儿园当小班长了，他曾经有些担
心，怕这么小有孩子就患上了

“官瘾”，哪天不让他当了孩子受
不了。但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发现，事实和他想的并不一样。

“首先，这个小班长是轮流
当的，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而且
一周左右就会轮一遍。其次，谁
表现得好，得到的机会就更多，
给了孩子很大动力。此外，对于
一些性格内向，不爱表现的学
生，老师也会特别照顾，给他们
更多的机会表现自己。”王先生
说，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小小的
举措，孩子上幼儿园的积极性有
了很大提高，对自己的要求也高
了很多。“有时，早上晚送几分
钟，孩子就会说，爸爸，我是小班
长，不能迟到，不能给小朋友做
坏榜样。”

对于王先生的观点，小一班
优优妈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通过在幼儿园一个学期的学
习，孩子现在变化特别大。每天

早上都高高兴兴的，看见老师也
会主动打招呼，和小朋友相处得
也比较好，还特别会照顾人，在家
里，还经常帮我们拿鞋子，叠袜子
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很多幼儿园都设有“小班长”，
但多数不重视

刘晓艳介绍，自从在班里推
出小班长的头衔以及让小朋友轮
流当后，孩子们入园的积极性有
了明显提高，很多入园经常哭的
孩子不哭了，原本性格内向、不爱
表现的孩子也变得开朗起来。最
重要的是通过该举措，工作也变
得轻松了很多。“以前更多的是一
次次的提醒，一遍遍的要求，现在
更多的是及时的鼓励和认可。”

刘晓艳说，其实，很多幼儿
园在班里设立小班长一职，只不
过因为老师的不同，做法不一样
罢了。有的幼儿园由老师直接
指定，有的幼儿园谁表现好谁
当，而她更多的是把这些方法进
行综合，根据不同的场合、每个
孩子的特点、再加老师的技巧运

用到教学中去，变领导者为服务
者，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孩子的
荣誉感、自信心、责任心等。

萌芽幼儿园园长李书玲对此
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用好小班
长这个职务，其实可以挖掘孩子
很多方面的潜力。”其介绍，对于
三四岁的孩子来说，正是各种自
信心、责任心、荣誉感、行为习惯
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孩子
各种表现欲比较旺盛，他们不知
道什么叫做害羞，什么叫做胆怯，
只要你给他机会，他就能给你创
造各种惊喜。”但她同时提醒老
师，在用好“小班长”的同时，要避
免各种“官本位”的思想，不能让
孩子感觉当班长就是当官，比其
他的小朋友高一等。而要以一种
服务者的角色出现，帮助集体做
各种服务。其次，还要尽量避免
各种人为因素，如，经常让一个同
学当，谁长得漂亮让谁当，谁和园
长关系好谁当得多等。“这不仅失
去了小班长设立的初衷，还会给
孩子带来一种伤害，不愿参与到
小班长的竞争中去。”

小班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