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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苗郎 更适用非正式模式

编者按: 本刊曾经介绍了上海市特级教

师徐苗郎老师的成长历程 , 现在陆续为大家

介绍一些有关徐老师的数学教育研究成果。

从中您可以看出 , 一个优秀教师是在研究中

不断成长的, 没有研究, 就没有优秀教师。而

且 , 这些文章对幼儿园的数学教育很有助

益, 无论您是在运用正式教育模式还是非正

式教育模式 , 无论是实施分科教学还是主题

教育 , 抑或是正在从分科教学向主题教育的

过渡中 , 您都可以从中受到不少启示。本期

先为大家奉上一篇操作性强的文章。

小班数学教学

非正式数教育是指幼儿受环

境的诱发 , 在一定的内在学习动

机驱使下 , 有意向地选择有关学

习材料 , 积极主动地自我学习的

活动方式。长期以来, 许多教师特

别是一线教师一直担心 , 小班数

学 教 学 采 用 非 正 式 模 式 是 否 可

行? 效果是否理想? 实践证明, 这

些担心已成多余。我们三年多的

教学成果充分证明 , 小班幼儿对

非正式教学模式十分欢迎 , 相比

正式模式 , 非正式的更适合小班。

我们的实验表明 , 只要他能去选

择材料、操作材料 , 不仅有助于他

们积累大量操作经验 , 更重要的

是自主性学习的情感、态度、方法

能较早得以培养 , 这对其一生的

发展影响很大。关键是能独立地

去选择和摆弄材料 , 这对于刚入

园的独生子女来说 , 由于情感的

依恋及依赖性较强 , 所以是要培

养引导的。我们具体的做法是: 在

小班入园第一个月内 , 就开始让

幼儿自由选择玩具 ( 每份学具盛

器上及放置位置处都是用相同标

记贴着) , 自己取放玩具。进入非

正式数学学习环境之中 , 也是鼓

励孩子自己去取学具 , 玩好了放

回原处 , 再去取⋯⋯对于那些能

独立取放玩具的孩子大 大 鼓 励 。

对依赖性较强的 , 开始可帮他取 ,

要求自己送还 ; 以后 , 陪他取 , 自

己送还; 再以后逐步放手让他自

主取放。对特别胆小不敢取放玩

具的 , 让他在特定的小范围( 教室

一角玩具柜阻隔的一个较私密的

空间区域) , 一个人单独取放 , 以

后扩大取放玩具范围。此阶段重

点落在自愿自由取放玩具 , 独立

操作摆弄 , 用后能物归原处 , 再去

选玩具等操作的自主性、独立性、

愉悦性及物归原处等学 习 态 度 、

学习习惯方面的培养上 , 不急于

落在幼儿数知识经验的学习和概

念建构上。因为这最初阶段的学

习情感、态度、习惯 , 将会影响以

后三年的数学学习 , 甚至影响以

后的三十年学习及终生的发展。

其次 , 教师担心这么小的孩

子知识经验贫乏 , 拿到操作材料 ,

摆 弄 中 能 否 积 累 数 学 学 习 的 经

验? 由于我们把握了这个阶段幼

儿的特点———动作思维 , 幼儿按

此材料摆弄就有动作 , 有动作就

会引起他的思维 , 所以只要提供

的材料是隐含有数学内容、具有

数学教育功能的 , 都能引起孩子

积极思维 , 从中得到操作经验 , 吸

收到他需要的东西。记得第一年

课题班开展非正式学习 活 动 时 ,

提供了一套有4个锅和 锅 盖 的 学

具。一个孩子在第一次操作中出

现把锅拿出做模仿成人烧饭的动

作 , 边做边说: 烧饭了 , 烧菜了 , 热

牛奶了 , 炒鸡蛋了⋯⋯在一边观

察的教师有点担心 :“这不是在做

娃娃家吗? 哪有积累什么数学学

习的经验啊! ”第二次 , 这个孩子

还是这样在做“娃娃家 ”, 我 们 还

是耐着性子看。到第三次这个孩

子操作时有了变化 : 除了烧饭、烧

菜、热牛奶 , 还将旁边的盖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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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往锅上盖 , 最后走到教师身

边问:“老师 , 我那边少了一个锅

盖 , 你再给我一个锅盖好吗? ”至

此 , 孩子在摆弄这组学具中将锅

与盖一一对应的数量关系在活动

过程中凸显出来了。至于说那第

一、二次孩子做“娃娃家”游戏是

模仿成人烧菜烧饭动作 , 也是情

有可原的。一是因为提供的学具

是用玩具代替的 , 拿到玩具后幼

儿与生活中的情景联系 起 来 , 自

然就做起了模仿动作。二是教师

摆放学具是为了让孩子摆弄锅子

配上盖 , 一一对应 , 比较两组数量

的多少或一样多 , 而这种意图孩

子是不知道的。孩子的学习都是

在已有经验基础上开始的 , 在一

一对应方面孩子缺乏经验 , 而在

生活中他们具有锅可以烧饭做菜

热牛奶的经验。加之模仿成人劳

动是孩子的本能 , 所以一拿到这

份学具就做出以上做娃娃家游戏

的表现。由此我们也感到: 提供适

合年龄段操作的学具 , 避免不必

要的干扰可能就是在非正式学习

活动投放材料中要予以重视的问

题。另外, 为了使幼儿在操作学具

的过程中 , 不是一味地从生活经

验入手 , 又能把学具内涵的数学

功能凸显出来 , 教师可采取一些

必要的策略 , 使幼儿自己有兴趣

选择 , 又在较理想的操作中获取

与学具功能相关的经验。下面请

看几个非正式活动个案。

啤酒套桶( 小班)

一、材料

6个 大 小 不 同 套 在 一 起 的 啤

酒桶( 5~6份) 。

二、观察要点

如何积累大小比较和依大小

排序的经验。

三、幼儿操作状况

5位幼儿尝试了操作 , 在把套

桶取出时的做法是:

1.摇晃套合在一起的套桶, 发

现里面有声音 , 就用手 旋 转 、掰

开 , 当套桶一分为二时 , 发现里面

又藏着一个套桶时 , 非常惊喜地

开始重复原来的动作 , 直到把所

有的套桶取出来;

2.找出颜色相同的两部分, 逐

个拼合;

3.将6个套桶排成一排 , 高兴

地叫着:“站站好 , 一个跟着一个

走⋯⋯”。

在把套桶复原时的做法是:

1.先把最小的一个套进最大

的一个套桶里, 然后旋紧;

2.再把剩下排列在首尾的两

个套桶套合在一起, 然后旋紧;

3.比较最后剩下的两个套桶,

将较小的一个套进较大的一个套

桶里;

4.发现此时仍有3个套桶 , 没

能复原成一个 , 于是又把最大的

一个打开 , 试图把另一个放进去 ,

但是放了半天 , 塞不进去 , 又打开

另一个套桶, 还是塞不进;

5.最后 , 5位幼儿都把复原到

一半的套桶放回原处。

四、分析

1.套桶玩具利用幼儿的好奇

心, 在摇晃、旋转、打开、发现里面

藏着另一个套桶这一系列动作的

过程中 , 体会游戏的乐趣 , 符合小

班幼儿动作思维的特点。

2.在打开套桶和排列的部分,

幼儿都能独立自主地进 行 操 作 ,

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初步的按大小

比较后排序的经验。但是, 复原中

在经验和操作要求之间出现了较

大的差距 , 此差距主要反映在套

桶呈封闭状 , 幼儿无法判断其中

的大小关系。

五、对策

1.降低材料的难度, 减少套桶

的个数 , 增加呈开放状的套碗和

套盒。

2.每组套碗或套盒 , 均由5个

大小不同的碗或盒组成。

套碗和套盒( 小班)

一、材料

套 碗 ———由5个 大 小 不 同 的

碗组成。

套 盒 ———由5个 大 小 不 同 的

盒子组成, 覆合在盘子里。

二、观察要点

调整学具后 , 幼儿积累比较

大小经验的状况。

三、幼儿操作状况

幼儿参加游戏的人数大大超

过玩具套数 , 连平时不敢摆弄新

玩具的小雅也来参加。

小雅:

1.将套碗一一取出;

2.模拟地一一往里面倒水、喝

水、洗碗;

3. 试图复原, 第一次剩下几

个 , 又全部倒出来 , 重新开始 , 调

整后再放进去 , 直到把小碗一个

一个全部放进大碗 , 十分满意地

走了。

小强:

1.翻开向下扣合的方盒, 发现

里面有许多小盒子, 就逐一取出;

2. 把最大的一个盒子合放在

底下, 开始叠高;

3.随手拿了一个盒子上去, 盖

住了原来叠在上面的 小 盒 子 , 但

并不在意, 又往上叠另一个盒子;

4.叠完了 , 高兴地叫了起来 :

“东方明珠⋯⋯”

5.取下盒子时, 发现里面还藏

着一个盒子 , 于是随手上下对调 ,

一边叫着:“又高了, 又高了! ”

6.复原时, 把最大的一个盒子

盖住了最小的一个 , 又拿起另一

个想放进去 , 就拿走大盒调换 , 再

拿一个想往里放, 可还是放不进。

7.小雅过来, 帮他像套碗那样

把所有的盒子都翻了过来;

8.小强调整了几次, 终于全部

放了进去 , 然后翻过来 , 将套盒合

放在盘子里。

四、分析

1.由于玩套碗和套盒时, 幼儿

都可以看见套合的过程 , 较之呈

关闭状的啤酒桶减低 了 难 度 , 显

然及时调整学具 , 非常适合幼儿

的学习现状。

2.套盒具有可叠高的特点, 深

受幼儿的欢迎 , 它的高度又与是

否按序排列有密切的关系 , 为幼

儿探索积累序列经验创造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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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

3.套盒复原较之套碗在难度上稍有提高 , 所

以 , 幼儿在尝试套碗复原时 , 几乎没有多大障

碍, 套盒则仍有一定的困难。

五、对策

从套碗 ( 完全开放 ) ———套盒 ( 半开放 ) ———

套桶( 全部关闭) 在难度上呈现了一个逐步递进

的过程 , 可按幼儿的不同水平 , 鼓励他们迁移已

有的经验 , 建立新的经验 , 既可保持幼儿持续探

索的兴趣, 又有利于每个幼儿在原有水平上的提

高。

再玩啤酒桶( 中班)

一、材料

6个可套合成一个的啤酒桶和另一个与其中

一个一样大的啤酒桶为一组材料。

二、观察要点

在材料稍有变化后幼儿的反应。

三、幼儿操作状况

小林林:

1.将啤酒桶按小班已有的经验 , 逐个取出 ,

再逐个套合, 最后发现多了一个;

2.自言自语:“怎么还有一个回不去呢? ”接

着, 重新操作了一遍, 发现还是多一个;

3.拍拍脑袋:“怎么还是有一个回不去。”又把

啤酒桶全部取出;

4.把啤酒桶按大小顺序排成一排 , 发现其中

有两个桶是一样大的;

5. 取 出 一 个 还 给 老 师 :“这 不 是 这 个 桶 里

的。”

其他幼儿发现多了一个时, 有的仍然认为是

自己出错 , 反复地放进放出 , 有的就把多了的一

个放在旁边 , 也有的只顾摆弄 , 根本不去理会多

了一个。

四、分析

幼儿在小班通过不同的学习过程, 已基本掌

握了啤酒桶套合的方法。中班再次出现时, 多放

了一个 , 试图让幼儿去发现其中有一个放不回

去 , 并采用不同的方法把放不进的那一个找出

来。

幼儿在操作时很快就发现不对, 他们一般会

按原来的经验去思考, 以为自己错漏了, 于是不断

重复摆弄, 反复数次后才证实是材料有了变化。但

是在寻找究竟是多了哪一个时, 幼儿的方法会有

很多, 例如小林林就采用了大小排列。

五、对策

关注的重点并不在幼儿是否找出多了一个啤

酒桶, 而是一方面可以看到不同幼儿对待问题的

不同态度, 一方面又可以看到他们解决问题的不

同方法, 这将有助于我们去了解幼儿的学习特点。

从这些案例中, 您能体会到非正式数活动对

孩子特别是小年龄幼儿的作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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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爱英 王恩芝

重 人本管理

促 教师发展

幼儿园教育是教育的启蒙阶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 , 幼

儿园的管理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教育的现代化要求幼儿

园的管理要有新思想、新观念、新思路。那么幼儿园园长

应树立什么样的新观念, 才能更有成效地管理好幼儿园

呢? 近几年来, 我园探索出一套“制度化+人本化”的管理

办法, 强调重视人力资源的优化和开发, 在尊重人的同

时 , 注意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 从而促

进了教师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了保教工作的高效率和高

质量。

一、尊重个体差异, 发挥个人优势。

每个人因年龄、性格、学识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 , 教

师亦存在着个体差异 , 有的活泼开朗 ; 有的内向腼腆 ; 有

的擅长歌舞 ; 有的精于美工 ; 有的爱好写作 ; 有的善于教

学⋯⋯园长应对每一位教师的特点做到心中有数 , 并为

教师提供锻炼和施展才干的机会, 在安排工作上做到用

其所长, 补其所短。

园长应根据教师各个方面的不同情况 , 搭配组建班

组, 如以老带新, 将有工作经验和无工作经验的搭配组

合, 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 还可根据工作人员身体强

弱、工作能力及个性特点等各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 , 合

理搭配 , 平衡力量 , 这样 , 既能发挥

各人所长, 又能优势互补, 减少矛盾

冲突, 为提高工作效益奠定基础。如

我园有一位年轻泼辣而又自信的老

师, 自身素质较好, 尤其在音乐舞蹈

教学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园长便根

据她的特长让她负责全幼儿园的音

乐舞蹈教学工作, 这位老师充分展

管 理 之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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