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1992 年投身幼教行业
至今，陈玉梅从一线的幼儿园
老师、年段长到园长，再到两所
幼儿园的创办者，尽管角色一
直在变化着，但热爱幼教事业
的初心始终不变。30多年来，
她不仅是晋江幼教行业发展的
参与者，亦是见证者。

踩着自行车入户
学前教育践行者

1992年 9月，陈玉梅刚参
加工作。“当时，罗山街道社店
社区荣宗小学的大礼堂内，用
窗帘布隔开了 2个幼儿班，我
在这里一教就是十几年。”陈玉
梅回忆道，受教育大环境的影
响，当时大部分的家长对幼儿
园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大家对
学龄前的教育比较不重视，幼
儿园老师的社会认可度也不
高。“我记得在路上遇到一些调
皮的小年轻，他们就一直喊着

‘阿姨来了，阿姨来了’，当时我
的内心也比较挣扎。”陈玉梅坦
言，但看到孩子们都那么可爱
时，她便坚持往幼教这条道路
走了。

在陈玉梅看来，既然选择了
这个岗位，就要全力以赴地把工
作做好。“由于没有经费，我们经
常去捡纸皮、糖果纸，洗洗晒晒
后再进行环境布置。看到我们

在加班，校长常劝我们‘幼儿园
的工作不用老是加班，把孩子看
好就可以了’。后来，校园的布
置得到许多家长的夸赞，他们也
更愿意把孩子送来上学了。”陈
玉梅告诉记者，看到小学附设的
学前班慢慢地从2个班发展到5
个班，从大礼堂搬到了独栋的教
学楼，这一路走来虽然不易，但
她一点都不觉得苦。

除了校舍环境的不断提
升，家长的教育观念也悄悄地
发生着改变。“当时，因为还没
有电话，我们就找村大队要了
人口普查的花名册，踩着自行
车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工作，与
家长普及学前教育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陈玉梅说道，虽然办
学条件很简陋，但他们很积极
地组织孩子到村里的戏台开展
各类比赛，甚至还会组织孩子
到老人会给老人唱歌、跳舞，跟
他们进行互动。后来，学前教
育获得越来越多家长的认可，
也得到村里老人会的支持。“在
路上遇到家长，他们都会热情
地跟我们打招呼，待我们就像
亲人一样友好，我觉得很光荣、
很值得。”陈玉梅说道。

两度办园经历
谱写动人故事

十几年的时光，转眼即

逝。2005年，陈玉梅由罗山街
道荣宗幼儿园园长岗位，转至
欣欣中心幼儿园担任园长。恰
逢该园创评泉州市示范性幼儿
园，陈玉梅在一次次跟岗学习、
参与教研中，不断地提升自己
的业务能力。短短三年的时间
内，她也参与了大专文凭的学
习及园长培训，学到了更多有
关幼儿园园长所应具备的知
识，更加明确一所幼儿园的管
理方向，也更清晰地明确了自
己的目标。

一次偶然的契机，罗山街道
罗裳社区村两委找到了她。由
于该社区学龄儿童较多，为满足
社区孩子的就学需求，就委托陈
玉梅创办了军民幼儿园。“当时，
利用村里小学腾空的旧校舍，按
照幼儿园的办学需求进行设计、
改造，把我年轻时的梦想付诸其
中。”陈玉梅告诉记者，由于经费
有限，当时的外墙设计是她和老
师们利用周末时间，查找了大量
的资料和设计图片后确定的。
在确定方案后，老师们互相协
助，一人站在扶梯上作画，一人
扶着扶梯。然而，天公不作美，
下过一场大雨把整个墙面都冲
花了。后来，重新再画了一边，
刷了亮油，才总算完成了幼儿园
的外墙装饰工作。

“我记得刚创办时就有
200多个孩子入学，过了一年

的时间，入学的孩子数量上升
到了三四百个，周边社区的孩
子也都往我们幼儿园里送。
2012年底，我萌生了将之创建
成晋江市示范性幼儿园的想
法，经过一年时间的沉淀和努
力达成目标。”陈玉梅告诉记
者，如今，军民幼儿园处于过渡
阶段，小中班段的孩子符合“两
一致”条件的，将遵循自愿原则
转入今年秋季正式投用的罗裳
幼儿园，待明年 7月份最后一
届大班段幼儿毕业时停用。陈
玉梅说道，看着军民幼儿园从
无到有，心中其实很不舍。但
作为幼教人，她看到自己所在
的街道创办了一所敞亮的公办
幼儿园，她也感到十分开心，这
似乎是幼教人的情结。

2015年，由于罗山街道罗
裳社区拆迁，原来的旧校舍被
拆掉，很多孩子没地方就学。
受罗山街道教委办的委托，陈
玉梅二度创办幼儿园，开办了
乐贝尔幼儿园。据了解，在短
短的6年多里，该园成为福建省
首批保教改革建设园之一，且
于2017年获评为晋江市示范性
幼儿园。下阶段，陈玉梅将带
领师资队伍不断提升、内化，争
创泉州市示范性幼儿园。在幼
教这条道路上，陈玉梅至今已
经走了30个年头，用初心和坚
守谱写动人的教育事业。

晋江市罗山街道乐贝尔幼儿园陈玉梅：
扎根幼教30年 所到之处香满园

姓名：陈玉梅
所在园：晋江市罗山

街道乐贝尔幼儿园
工作年限：30年
获奖情况：她带领的

幼儿园，曾荣获“晋江市
示范性幼儿园”“泉州市
示范性幼儿园”“福建省
保教改革建设幼儿园”基
地等称号。

“最美”档案

三年一届，三年一别。今
年6月底，在坚守幼教行业的第
23个年头，赖雅玲送走了她所
带的第7届孩子们。如何与相
处了 3 年时光的孩子们道别？
在一句句毕业诗中，在一张张
毕业照里，即便已经道别了第7
次，她仍然无法淡然地面对“毕
业季”。不断回望过去，有不
舍，有叮嘱，还有祝福。

再逢毕业季
心中百般滋味

恰到一年毕业季。记者采
访赖雅玲时，她正忙着和孩子
们练习毕业诗、拍毕业照。聊
起在一线的点滴，赖雅玲忍不
住分享了当下的心情。“受疫情
影响，这一届孩子在园的时间
应该只有 2年多，但我们的感
情还是十分深厚。”赖雅玲坦
言，小班的孩子还不太懂得表
达对老师的爱，到了大班上学
期疫情宅家期间，孩子会自发
地给她发微信，跟她分享生活
的点滴，甚至跟她“表白”。

“老师，我要叫你妈妈，你就
是我们的妈妈。”“老师，我不要
离开幼儿园，我不想离开你，我
要一直跟着你，带你一起去上小
学。”“老师，我去上小学后还是
会来幼儿园门口看你。”当孩子

们对她说出这些话时，她才发
现，这并不是书面上“煽情”的话
语。在感动之余，赖雅玲紧接着
就是一阵不舍，因为孩子们真的
长大了，即将去到更广阔的天
地。“这一学期只上了两个多月，
但孩子们都特别珍惜仅剩的时
间，我们班的孩子几乎从来都不
请假。如果生病被告知不能上
学了，孩子会觉得很失落。”赖雅
玲说道。

为了让孩子们快乐的幼儿
园时光定格成永恒，赖雅玲费
了不少心思。在筹备孩子们的
毕业照拍摄时，她带着摄影师
走遍了幼儿园的各个角落。1
楼的木石园，是饭后孩子们散
步常去的地方；4楼的种植区，
有孩子们劳动的身影；宽阔的
操场上，有孩子们跑跑跳跳的
美好记忆；温馨的班级角落里，

贴着孩子和小伙伴共同完成的
作品。“多年后，幼儿园可能会
翻新，孩子们小时候的踪迹就
无处可寻了。”赖雅玲感慨地说
道。

有心的老师，总能“住进”
孩子的心里。“有一次我在校园
门口执勤，看到一个1.8米的男
生倚在门边对着我笑，我刚开
始没反应过来，就觉得这人怎
么这么面熟，后来他的家长从
身后跳了出来说‘老师，你看谁
来啦’，当时我想也不想就喊出
了这个孩子的名字。”赖雅玲笑
道，当时家长都“惊呆”了，直呼
这么多年怎么还记得孩子的姓
名。“自己带过的每一届孩子都
印象十分深刻，当在门口‘偶
遇’他们时，会觉得万分欣喜。”
赖雅玲欣慰地说道。

带娃23年
练就“十八般武艺”

“刚踏入幼儿园的孩子，他
们来到了陌生的环境开启一天
的幼儿园生活，对个别孩子来说
是很恐慌的。这个时候，我通常
会想办法跟孩子拉近距离，让孩
子感受到老师的友善和温暖，再
慢慢地跟他聊天。”赖雅玲告诉
记者，在认识孩子之前，他们会
先到孩子的家里进行家访，了解
孩子的家庭成员、习惯、喜好等，
这些针对性的“信息”在开学初
就能派上用场，当孩子哭闹、焦

虑时就和他有共同语言，这让孩
子放松警惕，就能慢慢地走进孩
子的内心。

“19 岁参加工作时，觉得
孩子进来幼儿园后，我负责陪
他们玩就行了。后来，我发现
面对这么多的孩子，他们的需
求点是不同的，所以我要有针
对性地去对待，给予他们不同
的爱。”赖雅玲说道，在一线带
娃这么多年，教学方式不一定
很独特，但是她慢慢形成了自
己的一套教学方法。随着晋江
幼教行业的不断发展，她也一
直在不停地学习，参加各种各
样的公开课和比赛，不断地更
新着自己的知识结构，包括语
言、艺术、科学等五大领域都有
所探究。

“有一次和班上的一个小
女孩在闲聊，她说她妈妈是新
疆人，跳舞的时候还会扭脖子，
我就让她示范后也跟着扭了起
来。小朋友当场傻眼了，因为
这个动作她学了很久才会。”赖
雅玲笑道，当时，她内心小小

“窃喜”了一下。在她看来，老
师需要满身的“技能”，才能在
适当时机被孩子们“发现”。“在
孩子眼中，一个有爱、专业、有
趣的老师，他们更愿意亲近。”
赖雅玲说道，不管小朋友聊到
什么话题，她都能够与之展开
讨论，并给予正向的启发和引
导，这就是她不断学习的动力
所在。

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赖雅玲：
孩子喜爱的“全能型”老师

姓名：赖雅玲
所在园：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
工作年限：23年
获奖情况：曾获得泉州市名优教师、晋江市优秀班主

任、教坛新秀、优秀教师、优秀党务工作者、晋江市梅岭街
道先进德育教师、梅岭街道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参加“泉
州市幼儿园青年教师教育教学技能比赛”荣获二等奖；参
加“晋江市幼儿园青年教师教育教学技能比赛”荣获一等
奖；参加晋江市“倡廉洁，扬师德”演讲比赛荣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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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经济报社主办的第二
届“寻找最美幼教工作者”专栏报道已启动宣传，由晋
江市教育局统一审核通过的“最美幼教工作者”事迹将
陆续发布。本期，记者采访了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
老师赖雅玲和晋江市罗山街道乐贝尔幼儿园园长陈玉
梅，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耕耘，谱写属于
自己的幼教故事。

采访中记者发现，陈玉梅 30年的幼教之路，可以
说是晋江幼教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小学附设的学
前班任教，到创办独立的幼儿园；从大礼堂内教学，搬
迁至小学旧校舍，再到崭新的幼儿园大楼，幼儿园硬件
环境的不断“蜕变”，也见证了晋江幼教行业“质”的飞
越。陈玉梅告诉记者，早在 20多年前，家长们对学前
教育的概念是很模糊的，后来才慢慢发生了转变。

除此之外，大家对幼儿园老师这份职业的态度也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村里调皮的小年轻看到我
会喊阿姨，现在大家看到了都会热情地打招呼；以前，
很多人都认为幼儿园的老师只是陪孩子玩就可以了，
现在才慢慢意识到幼儿园老师特别忙碌。”陈玉梅说
道，工作时间要陪孩子，只能利用空闲时间学习、教研。

对此，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的赖雅玲老师也颇
有同感。“刚毕业时，我觉得幼儿园老师的工作就是陪
孩子玩。后来，我发现面对这么多的孩子，他们的需求
点都不尽相同，这就要求老师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才
能给予孩子不同的爱。”赖雅玲告诉记者，为适应幼教
行业的发展，已经参加工作 23年的她，仍在参加各种
各样的公开课和比赛，探究语言、艺术、科学等五大领
域，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本报讯 在草坪上，和小伙伴们最后踢的那场足
球赛，呐喊声仍萦绕在耳旁；在操场上，炎炎烈日底下
的水枪大战，一触即发；在小剧场内，和同学们最后一
起表演深情的毕业诗……本周，晋江市实验幼儿园大
班段开展了主题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毕业周活
动，让孩子们快乐地渡过最后的幼儿园时光。

记者了解到，在毕业周来临前，该园开展“在幼儿
园的最后一周，你想怎么过？”的问卷调查活动。孩子
们通过讨论，罗列了很多的毕业心愿，并通过投票表决
的方式，选出每个班的毕业周活动，包括难忘的野餐、
足球对抗赛、欢乐派对、云游小学和T恤创意签名、水
枪大战等，为了让孩子们都能在以后的日子里永远保
持着这一份好奇、纯真，按自己的节奏呼吸与思考，晋
江实幼的老师们全力支持着他们在毕业周里畅玩，实
现自己的毕业小心愿。

瞧，在水枪大战中，该园大班段的孩子们个个全副
武装——穿好泳装、戴好泳镜、举起水枪，以班级为单
位“开战”。现场，身着各色泳装的孩子们犹如一个个
跳动的“彩色音符”，在幼儿园的操场上奔跑着、欢笑
着；在创意签名T恤中，孩子们在T恤的正面签上自己
的名字，还绘上了好看的图案来装饰，并邀请同伴在衣
服的背面签字。活动现场，孩子们纷纷表示，要把这件
T恤收藏好，因为这上面承载着班级所有小伙伴的美
好祝福。

该园园长陈丽坤告诉记者，6 月份的毕业季在
2022年学前教育宣传月《幼小衔接，我们在行动》背景
下，幼儿园精心谋划毕业周活动，把主动权交给了孩
子，由他们来商量、讨论，决定怎么过一个比较有意义
的毕业活动。当小学的画卷在孩子们面前徐徐展开，
希望晋江实幼一如既往的幼小衔接行动能让孩子们有
更多的底气面对小学生活，让孩子像呼吸一样自然地
平稳过渡，成为一个自信、快乐的小学生，迎接又一次
新的挑战。

“最美”专访引读者热议

晋江市实验幼儿园
毕业周系列活动精彩上演
萌娃放飞毕业小心愿

本报开通的社会推荐通道，仍持续面向社
会大众开放。如果你身边的在职在岗一线幼
教工作者（含在编、
非在编的教师、保育
员、保健医生、教研
员等），符合以上条
件的，均可扫描二维
码，获取推荐表格进
行填报，并发送至邮
箱 （506460154@qq.
com）。

读者互动墙

上周，第二届“最美幼教工作者”专访报道启动。在
一线坚守26年的保健医生刘志荣，是晋江幼教首个在编
的保健医生，是一届又一届家长和孩子口中的“小刘医
生”；坚持一线带课的李婉清老师，至今已在幼教领域耕
耘了28个春秋。两篇专访报道一经推出，立即得到咱厝
不少家长的关注，甚至不少读者在推文底下留言互动，为
两位“最美幼教工作者”点赞，一起来看看精选留言。

@今天也是小和尚：这么温暖、尊重孩子的老师
真是太好了，值得学习。

@阿珠：我女儿口中的李老师，每次上了李老师
的课，总是回来念叨，可见他很喜欢李老师。

@佚名：李老师用乐观、
积极、温暖的言行，带动着一批
又一批的幼儿，为李老师点赞。

@刁玉：儿子读幼儿园的
时候，回来经常说起小刘医
生。现在，儿子已经毕业了，女
儿回来也经常念叨小刘医生。
医生在孩子眼里，一般都有点
畏惧，但孩子能够这么亲切地
聊起她，可见她深得孩子的心。

@A惠：一声“小刘医生”
听了二十几年，多么熟悉的称
呼啊，她是晋江幼教保健界的
领军者。

@迷妹儿：温暖的小刘医
生，永远守护着孩子们的健康。

@晓敏：认真负责、勤勤
恳恳、任劳任怨的小刘医生，每
个孩子都是她心中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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