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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前策划活动，有的放矢，让
家长从担心到放心

每年9月新生入园，家长、孩子都
会陷入一个分离焦虑期。自从有了
公众平台，梅幼就会提前策划活动，
写好故事推送。有时候是校园环境、
班级环境的图文故事，有时候是亲子
入园适应时公众号小编跟拍到的快
乐场景，有时候是邀请中大班哥哥姐
姐介绍幼儿园生活的视频。今年9
月，梅幼又有了新的创意，布置给新
生家长一篇“小作文”，让他们写一写
自己眼中的宝贝，于是，在“家园共
育”栏目里就有了故事《宝爸宝妈的

“小作文”》。老师们各显神通，以“小

班萌娃的小欢喜系列”发布在微信平
台。家长们从“小欢喜”系列故事里
看到了孩子的成长，看到了老师的付
出，看到了集体生活对孩子成长的意
义，纷纷点赞、留言。

2.充分利用留言功能，促进家园
共育“云”互动

留言功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双向
互动窗口，实现了家园沟通“零距
离”，同时也成为家长参与园所工作
的重要载体。在留言区，经常可以看
到家长对活动进行点评、对孩子表现
的赞赏、对教师辛苦付出的肯定。当
然，也可能会有对事件的推动建议。

2021年11月24日推送的《谁动
了我的红薯》，讲述了中2班的孩子在
小班时种下了红薯秧，升入中班，他
们满心欢喜地去挖红薯，虽然没有期
待中的“大丰收”，但寥寥几个指甲大
小的红薯却引发了孩子们更多的思
考和探究。家长们留言：“孩子们亲
身体验观察植物，是一个很棒的过
程，也让孩子们懂得如何照顾‘小生
命’，才能茁壮成长。”“大自然是最生
动的课堂，小朋友亲自体验种红薯，
挖红薯，一定在他们的内心种下了热
爱劳动，热爱大自然的种子。”“很期
待他们下一次的大丰收！”……老师
回复：“孩子已经相约明年再种红薯，

要种满整个‘山头’，一起期待吧！”

3.开设共育专栏，吸引家长深度
参与

梅幼的微信公众平台还专门开
设“家园共育”“亲子时光”栏目，为家
长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教育方式、教
育理念、亲子陪伴的舞台，家长可以
撰写家庭教育中的小故事来投稿，与
广大家长分享自己的收获与经验。
这个栏目的创设，大大激发了家长的
参与度和积极性，让家园共育获得了
事半功倍的效果。

【后记】一群懂得坚持、有情怀、
有思想的梅幼人在这个世界里发声，
用一个个温暖的故事记录下孩子的
成长、自己的成长，同时也展示了一
所幼儿园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推进、
高品位提升。 (邹君)

无声胜有声
一个幼儿园公众号散发出的温度与魅力

“一个用故事的方式记录孩子寻常
时刻的公众号，一个有温度的公众号。”
这是无锡市梅村中心幼儿园微信公众号
连续三年被评为“无锡市十佳校园微信
公众号”时的获奖点评。

2016年9月，无锡市梅村中心幼儿
园（以下简称“梅幼”）创建公众号，至今
已有关注人数16800+。作为一所在园
幼儿数不到1000的幼儿园，它的微信公
众号为何会有如此关注度和吸引力？

1.专属栏目讲述园子里人和
人，人和事、事和事之间温暖的故事

在近百年办园历史的基础
上，梅幼提炼出“人事相善”园所
文化核心理念，即人和人、人和
事、事和事彼此交好，互为能量，
不断生长。公众号推送的每一个
故事都传递着“人事相善”的核心
理念，被分门别类安放进一个个
专属栏目，比如“温暖写真”“管理
手记”“主题共生”“游戏作伴”“生
活相遇”等。最近新开的栏目“和
你在一起”，用“微距”的视角记录
着幼儿园生活中一个个偶发的小
事件。比如那一树金黄的橘子，
孩子们不敢爬梯子上去，勇敢的
老师带着每一个孩子“勇敢的心”
爬了上去，成功摘下橘子，孩子们
满载而归，情不自禁地表达“这是
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老师随
后就写成了动人的故事，分享在
这个专栏。

2.生活事件变成有意义的课
程故事，改变一群人的文明行为

去年疫情之后，家长不能入
园接送孩子，上学和放学时段园
门口就容易出现人员聚集，虽然
各年龄段错峰上学和放学，虽然

门口围起了接送通道，但还是免
不了会出现拥挤、跨越护栏等不
文明行为。中2班的老师及时将
这一现象作为课程展开的契机，
带孩子进入现场，开展观察、讨
论、制定方案、实施计划等，通过
一系列课程活动的推进，接送时
段幼儿园门口变得秩序井然。也
是在这样的系列活动中，让文明
意识根植在了孩子的心中。那次
系列课程一共写了5个微信故事，
2020年12月18日被中国教育报
学前周刊的微信公众号转载。

3.依托校园文化节，用整年
的时间做主题推送

2012年起梅幼启动了“梅之
韵文化节”，从2018年开始文化
节开幕式转向“云端”——融进微
信故事里。到年底，再围绕每年
文化节主题开展“主题分享会”，
举行有仪式感的文化节闭幕式，
同时现场直播，展示梅幼的文化
内涵。

2018年，正值梅幼创办90周
年之际，一群梅幼人用一年的时
间寻访与这个幼儿园有关的人和
事，开启了以“我和我的幼儿园”
为主题的文化节，在寻访中找到

了1941年的校友，找到了1953
年梅村幼儿园的老师，带着她当
年的学生去她家里探望；找到
1988年荣获“小红花”奖章的孩
子，邀请他们再回幼儿园，按照小
时候领奖合影排列顺序又拍了照
片……这些都写成微信故事，见
证时光，见证一群梅幼人的执着
与情怀。

2020年，突发疫情，梅幼人
以“记住”为本年度文化节主题，
围绕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指导、居
家防护策略、不能复学可以在家
做些什么、疫情变化、国家行动等
等，和孩子一起开启线上课程活
动。从2020年1月29日一直到5
月18日开学，老师们共撰写70多
个故事。2020年2月21日“早期
教育”微信公众号推出专栏“战

‘疫’中的幼儿园”，介绍了梅幼的
“疫情特别课程”。

2021 年的文化节依然通过
微信推送的方式开启，她们说：

“2021年，我们以‘自然’为第九
届文化节主题，云淡风轻地走出
新的风景。不管是美好的，或者
是带着缺憾的，一切生活的日常，
就是我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最自然
的状态。”

梅幼微信公众号自2016年
9月2日推出第一篇以来，每天
都会讲述孩子在园子里鲜活的
学习、游戏和生活。1200多个故
事就是一个极好的课程资源库，
幼儿园借此搭建研修平台，不断
摸索动态把握课程开发和实践
的策略，让这些温暖又真实的

“微信故事”陪伴、助力教师专业
素养的提升。

2021 年 11 月 16 日推送的

《来，和老师一起捡》，讲述的是
邹老师在拍摄园子里的秋天时，
遇到一个入园两个月依然每天
都要哭泣的小班孩子，她走过去
跟孩子交流，给孩子和他带来的
乒乓菊拍照……以此为案例，幼
儿园开展全园子课题学习活动，
让老师们一起寻找故事中的关
键要素、存在的关系，分析这些
要素对关系的影响……深度的
学习和研修，鼓励每个人看得见

幼儿的成长，并能创造性地转变
视角，无痕地掌握契机、掌握事
件。

除了借助公众平台开展全
园研修，幼儿园还鼓励老师们进
行年级组研修、自主结对研修等
等，提炼了有效的课程策略，这
种观念和策略成为基因植入教
师的专业素养内核，成为从容捕
捉课程价值点，推进课程有效实
施的关键能力。

以明确、精准的定位运营公众号，故事的讲述吸引众人眼球

在梅幼公众号推送的文章里，看不到领导走访的内容、看不到幼儿园大型活动的报道，只有
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正是这些故事，吸引着家长、同行，甚至是学前教育界专家的关注。

家园共育的平台：

动态展示幼儿生活、学习，吸引家长深度参与，建构良好关系

微信公众平台给予了家长与幼儿园及时便捷的沟通空间，更给了家长一个共享资源、表达表现的平台。

有温度的流量：

陪伴式成长，教师不断提升专业素养的研习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