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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溪幼儿园开展自主游戏——小猪佩奇踩泥坑

人生百年，立于

幼学。学前教育关系

亿万儿童健康成长，

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

和谐，关系国家发展

和民族未来。

近年来，武隆区

将“办好学前教育”视

为重大民生工程，聚

焦“幼有所育、幼有优

育”目标，以学前教育

资源均衡、普惠、优质

发展为追求，建立健

全“优制”，瞄准盯紧

“高质”，以自主游戏

为抓手深化学前教育

改革，推动全区从“幼

有所育”向“幼有优

育”迈进，让“墨香武

隆·暖心教育”更有温

度、更有品质、更有力

量。

打造全域“路线图”
推动自主游戏探索走向“深水区”

如何将自主游戏与幼儿成长紧密
结合，让幼儿园成为儿童的游戏场、探
索园、成长地？

武隆区高位推动、谋篇布局，制定
了《武隆区课程管理与建设指导意见》
《武隆区幼儿园游戏活动实施指导意
见》，明确游戏在幼儿园课程中的核心
地位，各领衔园细化各年龄段游戏目
标、实施路径及评价标准；成立“游戏化
课程改革领导小组”，由幼教干部、教研
员、领衔园园长和市级名师，形成“行
政+教研+实践”三位一体的推进模式；
将“游戏化课程”纳入幼儿园考核指标，
通过行政督导确保落实。

教研工作是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
支撑。武隆区加“力度”、拓“广度”、挖

“深度”，推动教研体系持续升级，使“游
戏”真正生根、生长。

构建三维教研支持系统——通过
纵向贯通、横向联动、技术赋能，构建区
级大教研（理念更新）—联盟中教研（策
略研讨）—园本微教研（实践反思）链
条，组建“游戏研究共同体”，搭建AI教
研平台，开展游戏案例智能标注与行为
分析研究。

开展三联教研运行模式——以“资
源共享”“因需求知”“学以致用”为理念
导向，融合联训、联教、联研，推动全区
园所及幼师上下联动、纵横互通，保障
教研共同体自主有序运转，在全区范围
内掀起自主游戏的热潮。

与此同时，武隆区还持续开展质量
保障完善，开展动态监测系统建设，建
立评估监测与反馈机制，确保措施有
效。教研部门还与领衔园一起建立游
戏材料动态管理机制。

高处着眼、新处思考、细处落笔、实
处用力……武隆区全力打造全域全链
明晰“路线图”，推动自主游戏探索走向
深入，一个个自然和谐、开放多元、共创
互生的“游戏场”正加速成型。

构筑游戏化“暖心乐园”
让自主游戏托举幼儿美好童年

春日阳光下，武隆区凤溪幼儿园一
片生机盎然。孩童们快乐游戏、尽情探
索，银铃般的笑声随风飘荡。

在充满大自然灵感的沙水区，孩子
们忙着挖洞、垒沙堡、砌墙、修水渠、抓
泥鳅，笑容绽放在溅着泥点子的小脸
上；在迷宫式种植园，孩子们时而抬眼
观察蔬菜的生长变化，时而穿行其间、
追逐嬉戏，体会迷宫的奥妙；挖“黄河”
游戏中，孩子们在河道的特点、桥梁的
搭建、瀑布的构造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
中，激发了想象力、专注力、创造力。

伴随着自主游戏探索走向深入，武隆
区凤溪幼儿园办园水平也持续提升，幼儿

园3次获评区教学水平督导评估一等奖，
成功入选重庆市教育科研实践基地。

这是武隆区以自主游戏撬动学前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武隆区各幼儿园立足园所
实际，以一日生活为阵地、以游戏为支
点、以园本课程为依托、以促进儿童发
展为追求，不断开展生活化、游戏化保
教改革，以游戏为杠杆撬动六要素协同
发展，努力打造游戏化“暖心乐园”，让
游戏更有“戏”。

从巧妙创设环境激发探索欲望，到
精准观察解读幼儿行为赋能成长，再到
适时适度支持推动深度学习……一个
个园所引领孩子们在游戏中探索，在游
戏中成长，彰显出独具匠心的实践路径
与深刻感悟。

武隆区江北幼儿园秉承“三自灵
动”办园特色，让孩子们回归自然，用游
戏开启孩子们的智慧之门。孩子和家
长共同收集本地泥土，探索泥土的秘
密，用泥土绘画家乡美景；幼儿们利用
沙水、纸盒、树枝、石头、布料等材料，进
行编织、扎染、手工制作等活动，在游戏
中感受民间文化的魅力。

武隆区示范幼儿园主张“尊重生
命，尊崇规律”，形成一套具有“自然”特
色的办园文化，创新打造“红蓝绿”自然
三色课程，丰富幼儿教育成长底色。在
自主搭建体能大运动独木桥、“小小植
物染师”STEM教育活动等自主游戏
中，孩子们不断积聚自我成长的力量。

感知着、想象着、表达着、探索着、
创造着……在丰富多彩的游戏里，幼儿

们尽情释放着无尽的想象与欢乐，编织
着属于他们的美好童年，也开启着他们
的精彩人生。

以“小游戏”撬动“大发展”
让幼有优育的美好愿景照进现实

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再到实现
全域蝶变，如今，自主游戏已然成为武
隆区学前教育的一张闪亮名片。以自
主游戏为支点，武隆区正撬动起学前教
育改革创新的澎湃动能，描绘出“美美
与共、和而不同”的幼有优育美好画卷。

普惠学前教育资源覆盖率明显提
高。截至目前，武隆区公办幼儿园在园
幼儿占比58.8%，学前三年入园率达
93.8%，普及普惠在园幼儿达100%；公
办园教职工数与幼儿数的比例1∶7。
2021年，武隆区定为重庆市首批幼小
衔接实验区。2023年，8所幼儿园成为
重庆市首批保教质量保障体系研究试
点学校。

“暖心教育”特色更加鲜明。全区
以游戏为杠杆，撬动幼儿、教师、课程、
管理、环境与资源、家园与社区六要素
协同发展，促进全区幼儿园优质均衡发
展；全区共有一级园16所，等级园覆盖
率100%，实现了特色鲜明，百花齐放的
良好局面。

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持续完善。武
隆区构建了以公办园为核心、普惠园为
主体、民办园为补充的学前教育公共服
务新体系；调查问卷显示，全区幼儿家
长对学前教育满意度93%，园长、教职
工认可度达95.3%，总体满意度达到了
93.65%。

幼有优教大步迈进，美好蓝图徐徐
铺展。

未来，武隆区将继续以自主游戏为
抓手深化学前教育改革，持续擦亮“墨
香武隆·暖心教育”品牌，奋力谱写高品
质教育强区建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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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学前教育新路径 铺展幼有优育新图景

武隆 以自主游戏撬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全市率先接受

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国

家督导评估验收，顺

利通过县域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区创建

市级督导评估，成功

申报重庆市义务教育

教学改革实验区……

向着全力打造“全国

一流教育强区”目标，

渝中区秉持“人文渝

中 尚品教育”理念，

走出区域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坚实步伐。

高质量的教育发

展离不开高质量的专

业托举。

渝中区教师进修

学院作为“托举力”的

核心支点，基于区域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

实要求厘清自身价值

定位，持续发挥好“智

库”和“引擎”作用。

特别是近年来，学院

基于教育强国建设、

教育数字化的课程教

学改革，聚焦育人关

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构

建系统化、专业化的

研训体系，为区域教

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持

续动能。

打造“教科培”一体化生态
强力支撑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

“服务学校教育教学，服务教师专
业成长，服务学生全面发展，服务教育
管理决策”，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为新时
期研训机构职能发挥进一步明晰了方
向。

在渝中区全力打造“全国一流教育
强区”的新征程上，如何以更高水平、更
高质量的专业研训力量提供强力支
撑？渝中区教师进修学院深刻把握新
时期研训机构职能，以“教研提质、科研
创新、培训赋能”构建“教科培”一体化
生态，支撑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

聚焦专业引领，学院着力下好机制
创新、项目攻关“两步棋”，不断提升区
域教研质量，为区域课程教学改革提供
专业引领。全区建立以区教委、高等院
校、研训机构、中小学校“四方联动”机
制，构建区域、教共体、学校“三级教研
联动”机制，增强教研实效；创新实施区
域“集智备课”学科教研，由教研员联动
区域学科中心组与各学校备课组，通过

团队分工与合作，对单元和课时教学进
行多个轮次分析、多维度研讨，激活“区
校联动、智慧集成”的倍增效应。

以创新推动发展，学院设立层级式
科研人才培养机制、数字化教育科研管
理机制、成果推广应用协同机制，实现
多维突破。呼应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学
院聚焦课程教学改革深化、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学生科学素养提升、
心理健康教育等方向推进教育综合改
革研究；聚焦服务区域教育改革发展中
的热点、难点以及教育教学中的困惑，
学院创新设立“1+N”课题群，发布涵盖
近300个选题的课题指南，为区域课程
教学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此外，为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
创新型的渝中教师队伍，学院面向高水
平校园长实施“领航”计划，分层分类实
施“奋飞”计划，聚焦主题实施“群鹰”计
划，通过名校长培养工程、校园长专业
素养全员培训等方式，促进校园长专业
化发展；实施“区校一体化”教师培训课
程资源库建设项目，评审839门课程入
库，有效提升教师的课程开发力，促进
了教师的专业发展。同时，学院完善

PDCA培训质量管理流程，实现科学的
顶层设计和全过程闭环管理，以精准培
训实现精准赋能。

数据显示，近两年，学院组织申报
全区市级课题立项率均居全市前列，全
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数量和结题
数量居全市第一；指导教师获市级以上
优质课竞赛一等奖43项、国家级奖项4
项，部级市级精品课200余节；成功举
办首届“教研月”活动，在全国范围产生
广泛影响。

探索“数智化”发展新路径
深度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不久前，由渝中区教师进修学院、
北京市东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单位
共同牵头发起的“数智课堂循证教研联
盟”正式成立，标志着渝中区等多地教
育教学研究正式迈向“协同创新、数据
驱动”的新阶段。联盟将聚焦教育数字
化转型中教与学方式变革的关键问题
与重点领域，共同探索教研转型提质新
路径。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

数字教育催生教育新变化，不断丰富着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内涵。

2024年5月，渝中区印发《渝中区
数字教育建设行动方案（2024—2030
年）》，明确渝中将以打造智能技术支撑
下的全国数字教育示范区为目标，紧扣
数字重庆建设要求，大力推进渝中区教
育数字化行动，争取将渝中数字教育打
造成为“一地创新、全市共享”的“数字
重庆”应用模块。

以需求为导向精准发力，以趋势为
引领谋篇布局。渝中区教师进修学院
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与政策同行、与
教师同行。

“教师进修学院作为区域课程教学
改革和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支撑机构，
既要积极拥抱技术变革，也要以创新理
念推动教育生态优化，从而更好地服务
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战略在基
层的扎根落地贡献力量。”渝中区教师
进修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胡渝江表示。

当前，渝中区教师进修学院基于全
区智慧教育平台建设，加快区级智慧研
训平台的自主开发，探索构建数字化、

智能化智慧研训体系，全面提升研训员
和校长、教师的数字素养。

近两年，学院助力建成“区校一体
化”项目数字化教师培训课程近40个，
开发智慧研训系统培训教师超2万人
次，满意度达95.51%，助力区域教育提
质增效。

面向未来，渝中区教师进修学院还
将充分发挥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枢
纽作用、教师专业发展的全周期支持平
台作用、教育创新与科研助力的实验基
地作用、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的组织者
作用，通过技术赋能、模式创新、机制保
障、评价改革，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促进教师数字化素养与创
新能力提升，构建教育科研与教学实践
协同创新生态，服务区域教育均衡与质
量提升，力争成为区域教育创新的“智
慧引擎”和教师发展的“专业顾问”，实
现教育服务的即时响应与未来发展的
同频共振、同向同行。

吴梦竹 覃燕
图片由渝中区教师进修学院提供

渝中区教师进修学院

发挥专业研训力量促进课程教学深度变革

“数智课堂循证教研联盟”启动仪式现场

渝中区首届“教研月”课堂展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