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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幼儿园二期课改以主题活动的方式整

合幼儿园学习活动内容, 教师们在翻阅参考用书时

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数学活动怎么少了? 主题活

动中能不能融入数学教育? 怎样体现数学教育? ”在

此, 我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主题活动中有没有数学

记得在一期课改时, 我参加《讲讲做做》一书的

编写, 当时编写的初衷就是试图把科学、常识、美术

和数学进行整合 , 但编到后来觉得十分勉强 , 所以

还是把数学一并放在了最后。由此, 在二期课改编

写教师参考用书的初始阶段 , 就有了“数学难以整

合”以及“数学能融入主题就融 , 不能融入就分”一

说。其实, 这是片面强调数学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将

幼儿学数学封闭在了课堂教学的特定范围内。经过

反复讨论研究 , 我们感到在主题中学数学 , 就是引

导幼儿运用数学思维的方法去面对生活情境中产

生的矛盾, 发现解决问题的线索, 使之条理化, 进而

解决问题。因此, 跨出学科的束缚, 促使数学回归生

活 , 不仅能改变传统数学教育中幼儿从知识到知

识、从概念到概念的被动学习状态 , 而且可以大大

提高幼儿运用数学经验解决问题的能力。

将数学回归生活, 我们会发现数学在人们的生

活中无处不在。例如, 每天早晨起床, 我们总要先看

一下钟表 , 计算一下上班的时间 ; 当我们要去一个

陌生的地方 , 总要先查看一下地图 , 寻找最近的路

线和最便利的交通方式。又如, 对待同样的工作, 为

什么有的人手忙脚乱, 有的人气闲神定, 从容不迫;

办公室的抽屉里为什么有的总是乱七八糟, 什么也

找不到, 有的却始终整整齐齐, 需要什么随手可取;

讲述一件事情, 为什么有的人说半天也说不明白 ,

有的人寥寥数语 , 简洁明了 , 这一切都与数学思维

有着密切的关系。上街购物, 去邮局寄信, 到银行储

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 人的生活离不开数学, 幼儿

也不例外。

关于幼儿园数学教育的思考
上海南阳路幼儿园 徐苗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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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回归幼儿生活后, 我们发现生活中有着

大量的数学资源 , 主题活动中的数学活动不会减

少, 而会更多。纯知识性的数学和生活中的数学不

尽相同, 最明显的差别在于生活中的数学更富有情

感色彩, 更具有实际意义。

例如 , 在中班“我爱我家”主题中 , 幼儿模拟家

庭生活开展了一系列诸如分发餐具、整理衣橱、查

询电话号码、为小区配钥匙等与数学有关的活动。

在为家人“购买苹果”时, 佳佳家有5口人, 但她只挑

了4个苹果。问及原因时, 她说:“我奶奶有糖尿病 ,

不能吃甜的东西, 给她买苹果不是害了她吗? 我想

挑一样别的东西给奶奶吃。”问及怎样分配苹果时,

她告诉教师:“外公一个, 爸爸一个, 妈妈一个, 还有

我一个呀。”这一实例不但反映了幼儿数物对应的

能力 , 也体现了幼儿对长辈健康的关注 , 令人十分

感动。

二、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数学

很多人认为数学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知识性 , 殊

不知如果幼儿学习数学知识或技能只是纸上谈兵,

那么学得再多也是无用的。数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

能帮助幼儿更有条理地认识周围世界, 解决生活中

面临的诸多问题。幼儿在主题活动中会遇到许多与

数学相关的问题, 产生急切学习的愿望。他们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 不仅学到许多数学知识和技能 ,

而且锻炼思维能力, 学会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

径, 其结果是解决了问题, 发展了能力。

例如 , 在“我是中国人”主题活动中 , 幼儿学会

了许多有趣的民间游戏 , 每天玩得红红火火 , 热闹

非凡 , 其他班的幼儿羡慕不已 , 纷纷要求他们去当

小老师。可是总共会多少个

民间游戏呢? 哪几个先教, 哪

几个后教? 就此我们开展了

一系列数学活动。最初, 幼儿

很快按游戏名称找出总共学

过11个游戏 , 可是在按受欢

迎程度两个两个地排列游戏

顺序时 , 他们犯难了。有的

说:“举手点数吧。”但点数虽

好 却 不 容 易 检 查 。 有 的 说 :

“把11个 游 戏 写 在11块 牌 子

上 , 谁喜欢哪一个游戏就站

在哪块牌子后面。”可是 , 这

样的做法只能一人选一个游

戏 , 怎么才能同时选两个呢?

最后大家决定每人将粘纸分

别贴在自己喜欢的两块游戏

牌上 , 然后对每块游戏牌上

的粘纸进行统计 , 排出游戏受欢迎的程度 , 由此确

定教游戏的先后顺序。在这一系列讨论、探索、尝试

的过程中, 幼儿掌握了多种统计方法, 学习了计数、

按数量排序等数学知识和技能, 并赋予了这些知识

和技能实际意义。

又如, 在“我的身体”主题中, 幼儿产生了“个子

长得高( 矮) , 影子是不是一定也长( 短) ”的疑问。教

师及时为幼儿提供了小棍、绳子、竹竿等自然物, 启

发幼儿两人结伴进行测量, 并比较测量数据得出结

论。幼儿通过反复操作, 逐步积累了运用测量物进

行测量时必须首尾相接, 必须运用同一测量物才能

进行比较等经验。

如此 , 幼儿在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 广泛

地接触了数学 , 运用了数学 , 使数学知识和技能的

学习具有了实际意义, 真正体现了数学的价值。

三、怎样使孩子接近数学

数学思维强调逻辑概念 , 因而比较抽象 , 这对

尚处于直觉行动思维水平的幼儿来说具有很大的

挑战性。传统的数学教育采取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

的的集体教学形式和从知识到知识、从概念到概念

的教学方法 , 这和幼儿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产生

很大的冲突, 因此, 许多幼儿一学数学就紧张, 总是

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融入主题的数学学习摆脱了

教师讲幼儿听、教师教幼儿记的传授方式 , 让幼儿

在生活情境中动手动脑, 获得直接的生活体验 , 这

如同拆除了幼儿与数学之间的围墙, 拉近了幼儿对

数学的心理距离, 大大降低了幼儿学数学的难度。

例如,“分类”一向是令教师十分头疼的教学内

容, 教师时常准备一大堆教具并讲得口干舌燥, 幼

儿还是不能理解、掌握。但分

类学习如果与主题及生活情

境相结合 , 情况就大不相同

了。

例1: 小 班 幼 儿 在“ 好 宝

宝”主题中学做妈妈的小帮

手 , 为 锅 子 、瓶 子 找 盖 子 , 把

一双双鞋子放进鞋盒 , 给一

支支笔套上笔套 , 幼儿在游

戏般的情境中把“娃娃家”收

拾得整齐齐 , 还不断地“演

绎”着生活中的一一对应 , 在

比较中进行着匹配。

例2: 在中班下学期“鸟”

的主题中 , 幼儿发现天空中

不断有鸟飞过 , 有些小鸟还

经过活动室的窗台 , 对此他

们极感兴趣。他们在一棵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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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上寻找鸟窝, 在书本上寻找不同品种的鸟, 又

用绘画、手工制作等方法表现各种鸟。教师也及时

利用幼儿关注的热点, 引导他们分成几个小组, 运

用已有的材料和经验对鸟进行分类。结果, 幼儿不

但从鸟的外形, 还从鸣叫声、栖息地、食物等不同特

征进行分类 , 方法竟达八九种之多 , 这与传统教学

“为分类而分类”的效果完全不同。

例3: 大班幼儿做了“男孩女孩有什么不一样”

的调查, 在对男孩女孩喜欢的玩具进行统计时, 他

们发现男孩和女孩的爱好有些方面很不一样, 例如

男孩喜欢汽车、飞机等 , 女孩喜欢娃娃、家 居 用 品

等。但也有许多共同的爱好, 例如积木、拼图卡等。

在商讨怎样用图表进行统计时, 教师抓住时机引导

幼儿将原本放在两个分类圈里的相同玩具, 移到两

圈交叉的第三个小圈内, 解决了对许多幼儿来说较

难理解的交集分类。

综上所述 , 幼儿在主题情境中动手动脑 , 努力

完成他们所面临的工作, 这才是适合他们的学习方

式。幼儿只有运用自己的学习方式, 才能使数学学

习由难变易, 取得实效。

四、对主题活动中幼儿数学学习的再思

考

多年来 , 我在分科教学的课程模式下 , 摈弃了

单纯以数学知识体系为依据的幼儿数学教育方式,

遵循幼儿生理、心理发展的规律和学习方式进行了

一系列改革, 提出了数学教育应以培养幼儿思维的

准确性、敏捷性和灵活性为目标 , 并逐步形成了正

式与非正式相结合的幼儿园数学课程模式。

然而, 分科课程与主题课程之间存在着许多矛

盾, 我的幼儿数学教育模式也不例外。有些教师问

我: 现在开展主题活动是不是意味着分科教学过时

了, 以前的改革白改了? 究竟分科教学和主题学习

孰是孰非呢? 我认为每一种课程体系都有自身的特

点和存在的价值。二期课改中的数学教育并不是否

定过去的改革成果, 而是试图将数学和其他领域的

学习内容进行整合, 融入到幼儿的生活情境之中。

据此, 教师在实践过程中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点必须有所改变。

首先, 必须确立教育的整合观。

整合不是简单地把一个个领域的学习内容相

加 , 也不是在一个活动中拼合几个领域的学习内

容, 而是从幼儿的真实生活出发, 把多个领域、多方

面的经验放在一起来考虑。例如, 主题活动中幼儿

可以积累哪些基本经验? 这些经验是否适合幼儿的

年龄特点和发展需要, 它对幼儿的发展有何积极意

义, 可通过哪些活动逐步积累? 幼儿会产生哪些问

题 , 可通过哪些方式去体验和解决 , 会怎样表达和

表现? 等等, 其中不乏数学教育内容。考虑这些问题

的前提不是某一学科, 而是幼儿的生活和需求。因

此 , 熟悉幼儿的生活 , 了解幼儿的需求是一切主题

学习活动的基本出发点。

其次, 改变思考问题的角度。

从分科需要或从主题需要去思考问题, 结果是

完全不同的。数学融入主题以后, 不是先立足于数

学的教学内容体系然后“打进主题”, 而是立足主题

的内容与要求去发掘数学教育内容, 使数学成为主

题学习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例如 , 大 中 小 三 个 年 龄 班 都 有“水 ”的 主 题 内

容 , 也都有用瓶瓶罐罐玩水的活动 , 我们就按照不

同年龄幼儿的特点, 为他们提供不同的操作材料。

小班幼儿就用大小不同的瓶罐把水倒来倒去, 感知

不同大小的瓶罐盛水量有所不同, 并体验水的流动

性。中班幼儿则将几个大小相同的瓶或罐按水量多

少有序排列 , 教师还适时地提供数字卡片 , 启发幼

儿开展卖饮料的游戏。幼儿联系生活经验将数字卡

当标价牌与瓶罐对应, 按照水量多少排出2元、3元、

4元、5元、6元( 矿泉水) 及4元、5元、6元、7元、8元( 橙

汁) 等不同的标价 , 使水量多少的序列与数字大小

的序列相匹配。大班幼儿则用细长的瓶和矮胖的瓶

反复倒水, 发现水一会儿变多, 一会儿变少。教师启

发他们将水倒入第三个瓶里去验证, 结果发现水原

来一样多, 从而帮助幼儿积累了容量守恒的初步经

验。从以上玩水活动中可以看出, 教师设计的角度

不只是某一领域知识, 而是更顾及幼儿的认知、情

感、能力等多个方面。因此幼儿在这些活动中的体

验和收获就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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