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学会普通话项目 

2019 年度第一季度项目总结报告 
（2019 年 1 月 1日—2019年 3 月 31 日） 

一、项目基本情况概述 

2018 年 7 月 30 日，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联合发起学

前学会普通话项目，通过面向社会募集资金，对凉山州各幼

教点的在读儿童开展普通话教育。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作为项目公开募捐单位，为项目提供

公开募捐支持，负责公开募捐的备案、互联网平台和企业捐

赠资金的接收与管理等。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负责项目

组织实施。中国社会扶贫网为项目指定信息发布平台。 

（一）项目目标 

通过面向社会募集资金，对凉山州各幼教点的在读儿童

开展普通话教育，帮助凉山州 3-6 岁儿童学会普通话，使其

在接受义务教育前能够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进行沟通交流，形

成普通话思维习惯，实现听懂、能说、敢说、会用。同时，

探索一套行之有效、便于推广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学龄前儿童

学习普通话的教学模式。 

（二）项目内容 

1、目标人群：幼教点就读的儿童 

2、试点期：2018 年 5 月-2019年 6 月 30日 

3、覆盖范围：凉山州 11个深度贫困县和安宁河谷 6 个

县市的民族乡镇，共覆盖 17 个县市，448个乡镇。 

4、实施内容 

1）研发教学方法和课程方案。包括教辅材料和教具，



如：辅导员用书、幼儿用书、家长读本等，挂图、故事机、

在线素材等。 

2）组织辅导员集中培训和在线培训。 

3）设计并开展教学工作督导和考核，保证项目按照教

案设计实施。 

6、基础保障：项目实施所需的幼教点基础设施、辅导

员配备、辅导员补贴由凉山州人民政府负责落实，促进会委

托专业机构在凉山州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开展项目。 

二、项目收支情况 

项目自 2018 年 10 月 8 日公开募捐启动以来，截至 2019

年 3 月 31日，累计接收公开募捐资金 128899.35元。 

三、项目进展情况 

（一）项目立项及公开募捐备案 

项目自启动以来，我会完成项目会内立项工作，为项目

设立了资金专项，接收捐赠资金。并在财务账上单设科目，

进行专项管理。 

2018 年 10 月 8 日，完成项目在民政部慈善中国公开募

捐备案工作，开始正式对外公开募捐，接收社会捐赠。 

（二）深度调研，因地制宜制定实施方案 

为切实摸清村级幼教点以及幼教辅导员情况，四川省凉

山州各级领导多次召集相关部门、技术保障单位和专家召开

会议专题研究，组织专门队伍深入各县实地调研，科学制定

符合凉山实际的实施方案。坚持全面覆盖、分步推进。通过

示范教学点规范化、标准化的教学探索，辐射指导、连片带

动所有教学点，实现效果最大化。 

（三）科学规划，对照节点，稳步推进项目组织实施 

项目按照“先行试点、总结优化、全面推广”的步骤，



分阶段组织实施。 

在试点准备阶段，组织项目的两家技术保障单位进行幼

儿普通话教学辅导用书编写、课程方案编制、教学模式设计、

教具学具开发，同步在 11 个深度贫困县的一类幼教点中每

县选择 3 个具备实训条件的幼教点开展教学预试点，通过预

试点形成符合凉山本土实际，具有在全州进行推广的幼儿普

通话教学课程体系。在得出教学效果评估并及时优化工作方

案的基础上，在全州 11 个深度贫困县的农村及安宁河谷县

（市）民族乡（镇）的所有幼教点进行试点实施。 

（四）强化师资培训、教学效果，务求项目实效 

组织技术保障单位对其负责的范围以县（市）为单位开

展辅导员集中培训或轮训，并根据教学实际需要实时进行远

程在线指导，利用周末、节假日开展针对性的分散培训或在

线培训。向幼教点投放辅导员工作手册、教学计划手册，同

时，开展远程教学指导和评估，有针对性地调整和完善教学

方式和内容。 

通过分层分类指导、创新教学方式、做好效果比对等方

法和手段，提升教学效果 ，保障教学效果在相对高位运行。 

四、项目故事 

甘洛县玉田镇案例故事 

——甘洛县玉田镇永久村幼教点驻点工作人员：吉克呷呷莫 

罗昊天是一名小班的幼儿，今年 3 岁，家里条件一般，

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平时都是奶奶送他来上幼儿园。 

以前早上到幼儿园后，都会哭闹，吵着要回家，拉着奶

奶的衣角不放手。在每次哭闹后辅导员用爱的拥抱安抚他，

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慢慢的他喜欢上了幼儿园，每天早上

来上幼儿园都是开开心心的，见到老师同学会热情的打招呼。 

我刚去到幼教点时，和他说话，打招呼，他都不理我，

我不知道是听不懂还是怎么的。后来听辅导员讲，他只是见



到我陌生，不好意思。刚上幼儿园时不会说普通话，辅导员

还是坚持细心耐心地用普通话慢慢与他交流，才有些好转。

但可能是因为我才去幼教点，对我很陌生所以不理我，不和

我打招呼。但是慢慢的我也在幼教点呆上几天，随时和孩子

们一起玩，他不在对我陌生了，从那以后他每次见到我都会

主动的跟我打招呼，不再是呆呆的望着我，不说话。 

更让我感动的是，有一天早晨，我刚进他们班教室，他

就大声的跟我说“早上好，金老师!” 我当时都有点懵了，

过了好一会儿反应过来，就连忙笑着对他说“罗昊天，早上

好！今天吃早饭了吗？吃的什么呀？”没想到，他还回答我，

“今天吃了面，奶奶给做的。” 

通过深入接触这一系列像罗昊天这样的孩子，我才真正

的发现，原来只要坚持，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也更深刻的

意识到“学前学普行动”是一个多么好的项目，它让这些学

龄前的彝族娃娃们，学会了与外界沟通的最基本的语言沟通

方式。“扶贫先扶智，扶智先同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

希望大凉山的孩子们学到更多知识，达到“能听、会说、敢

说、会用”的目标。 

普格县花山乡案例 

——普格县花山乡建设村幼教点驻点工作人员：黑么子作 

俄地小兵，今年七岁，家住普格县大坪乡跃进村。妈妈

生下小兵一个月就与爸爸离婚，爸爸外出打工从没有回来过,

小兵与爷爷奶奶生活,但爷爷不幸去世,目前与奶奶一起生

活。 

从幼儿的听不懂普通话到会用基本语句介绍自己,这些

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早上幼儿的一句“老师早上好”会让

你开心一整天,放学会跟你说“老师再见”这都是幼儿的一

个变化,而这个变化中你参与并且占引领地位，那是件多么

自豪的事。 



从以前的默默无语，见陌生人会感到害羞，到现在的学

会和其他人交流，见到陌生人会打招呼，会说“叔叔阿姨好”

会用普通话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都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与变

化。 

我也是一个从大山走出来的孩子，但从来不知道还有那

么一些贫困的山区里住着那么一群可爱的小孩。第一次培训

的时候，在看到老师发的一些照片中我看到了孩子们脸上的

天真的笑容以及他们的心酸，从那刻起有了一种莫名的想法，

想亲身去经历这一切，想看到这些孩子一天天的长大，那是

多么幸福的事。 

从不会说普通话 ，到会说简单的语句，到会用普通话

介绍自己甚至与老师和其他人问候，这个过程你都陪伴在他

们身边，见证了幼儿的变化，那更是一件幸福的事。 

普格县驻点工作人员感想 

——普格县黎安乡幼教点驻点工作人员苏足平 

在我刚刚来到黎安乡中心校时，看到孩子们时的那一刻，

她们是陌生而又质朴的眼神望着我们，我们在用普通话跟他

们打招呼时，她们根本不知道用什么话去接上我们的话，就

只是那么静静的把人给望着就望着，不知他们是否能听懂普

通话，或许是听懂了又表达不出来，又或许是听懂了却不敢

说，还清楚的记得，与幼儿们第一次见面时，是在学校的洗

漱台旁边，那时辅导员正让他们自行排队去打水给自己洗脸

洗手，当时我和阿支老师正静悄悄的从旁边过去，一上去就

和他们打上招呼，我说“小朋友们，上午好”，当时他们没

有一个人能够应得上我们的话。就这么直勾勾的看着我们，

用他们最纯真的笑容向我们诠释他们对我们的喜欢，之后，

辅导员就用彝语翻译给他们听，说我们在向他们打招呼，有

的孩子会用自己的语言向我们问好，而有的孩子内心比较腼

腆，会表现出一副害羞的样子，但是眼神里可以看出是比较



喜欢我们的到来的。 

对于辅导员，因为当时中心校的示范点只有一位男辅导

员，在我们没有驻点之前，学校一直进行的都是双语言教学，

似乎没有进行普通话这一种语言的教学，从而导致，幼儿无

法用普通话与我们进行简单的沟通。当时我们在教室里观察

了一会，教室借用的是学校的食堂，就简单的放着一台电视，

几张桌子板凳，一块小黑板，一台饮水机和孩子们需要洗漱

时的杯子与脸盆。在环创这一块，是完全没有进行布置的，

可能考虑到教室只是暂时的，没有固定性。而后，观察到辅

导员并没有按照一日流程活动表来进行教学，辅导员并不懂

得如何给幼儿一些实际上的教学。 

在驻点的第一天，我和阿支老师了解了一下幼教点的基

本情况，幼儿们基本无法用汉语去给老师们进行语言上的交

流沟通，每次说话都是运用彝语在与老师们进行交流。 

在通过一个月左右的努力，我们每天提醒辅导员一定要

在上课期间必须运用普通话进行教学，每次遇见幼儿时，一

定要与之进行一句话的语言交流，在幼儿做体操这一方面，

我与阿支老师每天都会带领幼儿集合做操，并且会带领他们

一同玩更多的有趣游戏，包括手指游戏、幼儿歌曲、幼儿故

事等等……从而慢慢的打开他们内心深处的那颗胆小而又

羞涩的童心。而后，我们会慢慢的给幼儿输入一些礼仪上的

东西，对于三至七岁的幼儿来讲，礼貌，行为习惯是至关重

要的，我们会从问候语打招呼进行一些简单的教学，并且会

要求幼儿们要运用普通话与我们进行交流，而后在他们做错

事，犯错时，会耐心、细心的教导幼儿，让他们潜意识的知

道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从而让他们明白知错就改的心得。 

现在孩子们在路上遇见我都会礼貌的跟我打招呼：“苏

老师好”...... 

 



 

五、项目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