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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儿 ! 教 师 和 环 境 构 成 了 现 代 学

前 教 育 的 三 个 基 本 要 素" 利 用 环 境 资

源 作 为 教 育 的 依 托 和 背 景# 力 求 将 数

学 信 息 整 合 于 可 依 托 的 物 化 系 统 中 #
使幼儿在与客体交互作用中获取信息!
产 生 兴 趣 ! 整 理 经 验 ! 形 成 技 能 ! 发

展 思 维 ! 实 现 自 我 构 建 # 已 成 为 教 育

者 们 的 共 识 " 然 而 # 当 笔 者 有 机 会 直

面 大 量 的 幼 儿 数 学 教 育 现 实 时# 却 发

现 部 分 教 师 在 创 设 环 境 ! 改 善 环 境 !
利 用 环 境 和 优 化 环 境 等 方 面 明 显 地 存

在着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 忽视生活环境

作 为 教 育 要 素 之 一 的 环 境 # 包 括

生活环境! 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
幼 儿 生 活 的 社 会 和 物 质 世 界 中 都

蕴 含 着 数 学 信 息 " 其 周 围 环 境 中 的 每

件 物 品 都 以 一 定 的 形 状! 大 小! 数 量

和 方 位 存 在 着 " 如 $ 玩 具 的 类 别 ! 大

小! 形 状 # 所 摆 放 的 空 间 位 置% 餐 具

数 量 的 多 少 % 树 木 的 高 矮! 粗 细 # 排

列 的 规 律 等 " 可 见 # 生 活 中 处 处 充 满

了 数 学 # 但 由 于 其 较 为 隐 蔽 和 分 散 #
幼 儿 难 以 主 动 感 受 " 这 就 需 要 教 师 善

于 从 生 活 环 境 中 捕 捉 数 学 信 息 # 充 分

利 用 生 活 素 材 让 幼 儿 积 累 数 学 感 性 经

验 # 引 导 幼 儿 在 无 意! 有 意 间 通 过 各

种 感 觉 通 道 感 受 来 自 生 活 的 种 种 数 学

信 息 # 增 强 幼 儿 对 数 学 的 敏 感 # 提 高

运 用 数 学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 &幼 儿 园

教 育 指 导 纲 要 ’试 行 () 在 科 学 目 标

和 内 容 要 求 中 明 确 提 出$ *能 从 生 活

和 游 戏 中 感 受 事 物 的 数 量 关 系 并 体 验

到 数 学 的 重 要 和 有 趣+ *引 导 幼 儿 对

周 围 环 境 中 的 数! 量! 形 ! 时 间 和 空

间 现 象 产 生 兴 趣,,+ 这 一 切 都 强 调

了 生 活 环 境 在 幼 儿 数 学 学 习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 然 而 # 笔 者 所 接 触 到 的 一 些 教

育 活 动 却 恰 恰 忽 视 了 这 一 点 " 主 要 表

现 为$
’一( 教师从不利用生活环境"
长 期 以 来 # 大 多 数 教 师 总 喜 欢 通

过 创 设 童 话 情 境# 以 小 动 物 作 为 情 境

的 主 角 来 引 导 幼 儿 的 数 学 学 习 " 如 笔

者 观 察 到 的 小 班 一 一 对 应 活 动 # 教 师

创 设 了 小 白 兔 吃 萝 卜 的 童 话 情 境 # 让

幼 儿 通 过 教 师 所 提 供 的 人 手 一 套 小 白

兔 和 萝 卜 的 操 作 卡 片# 一 一 对 应 地 摆

放 # 比 较 得 出 萝 卜 和 兔 子 的 数 量 哪 个

多! 哪个少! 多多少! 少多少的结论"
幼 儿 是 否 能 用 这 种 方 法 解 决 生 活 问 题

呢- 午餐时# 笔者请幼儿解决这样的问

题$ *你能用什么方法知道老师今天准

备 的 碗 和 小 勺 儿 够 不 够 分 - 谁 来 试 一

试-+ 结果幼儿毫无反应" 可见# 仅重

视童话情境的创设而忽视幼儿最熟悉!
最亲切的生活环境所造成的结果必然导

致数学教育和现实生活严重脱节# 使幼

儿无法将在课堂情境中获得的相关经验

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主动运用数学方

法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得不到提高"
’二( 教师不善利用生活环境"
部分教师也重视在生活环境中捕捉

信息作为数学教育的资源# 但由于不善

运 用 而 显 得 低 效" 如 $ 中 班 环 形 点 数

时# 教师发现幼儿园花坛里围摆了一圈

菊花盆景# 于是# 就将一盆盆菊花搬进

活动室并环形摆放# 让幼儿在操作中探

索环形点数的多种方法" 这种将现实的

生活环境人为移入活动室内# 由教师按

预先策划的方法直接控制幼儿的学习所

导致的结果也必然是$ 幼儿感到数学仅

幼儿园数学教育环境
存在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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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于课堂中! 活动室内" 长期下去# 幼

儿会渐渐失去对生活中数学的敏感" 同

样 也 不 可 能 用 数 学 方 法 去 解 决 生 活 问

题" 因此# 善于利用生活环境应是教师

将幼儿直接引入充满数学信息的生活环

境中# 使他们在其中充分感知! 探索#
从而领悟数学的价值"

二! 物质环境低效

物质环境包括由教师设计和提供给

幼儿的操作材料! 制作材料及操作这些

材料所需的时间和空间" 目前# 在物质

环境的创设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一& 忽视幼儿的主动参与"
环境创设就是和幼儿一起创造充实

的生活" 具体来说# 环境创设是教师与

幼儿合作的结果" 只有当幼儿积极参与

此过程时才会感到自己是环境的主人"
目前# 数学教育的环境仍由教师单方面

地控制" 主要表现为$ 其一# 材料的选

择! 搜集均由教师直接操作’ 其二# 教

具! 学具的制作均由教师承担’ 其三#
活动区 %角& 的布置均由教师完成" 幼

儿缺少主动参与环境创设的机会# 自主

发展的意识得不到增强# 主动性无法得

到发挥"
%二& 操作材料功能单一"
操 作 材 料 是 幼 儿 数 学 学 习 的 必 要

条 件" 操 作 材 料 的 有 效 投 放 直 接 关 系

到 操 作 的 过 程 和 结 果 " 多 年 来# 教 师

们 为 此 进 行 了 大 量 的 研 究 # 但 仍 存 在

着 材 料 功 能 单 一 这 样 的 共 性 问 题" 主

要 是 教 师 在 选 择 和 投 放 材 料 时 不 善 于

对 材 料 的 玩 法 ! 功 能 进 行 充 分 地 挖

掘 # 致 使 操 作 材 料 功 能 单 一 # 幼 儿 无

法 多 角 度 地 解 决 问 题 " 例 如 $ 提 供 属

性 完 全 相 同 的 冷 饮 棒 # 幼 儿 操 作 的 方

法 极 其 有 限" 若 对 材 料 稍 加 改 造# 使

其 在 长 短 ! 宽 窄 ! 形 状 ! 颜 色 ! 质

地 ! 编 号 方 面 有 所 差 异 # 幼 儿 既 可 用

来 分 类! 点 数 # 又 可 用 来 比 较! 排 序

和 拼 搭 图 形 等 " 可 见 # 后 者 不 仅 经 济

实 用# 而 且 更 重 要 的 是 因 材 料 具 有 变

通 性 而 对 幼 儿 的 创 造 力 提 出 了 挑 战 #
幼 儿 会 因 从 多 角 度 创 造 不 同 的 玩 法 所

体 验 到 的 成 功 的 喜 悦 而 兴 趣 大 增"
%三& 操作时间欠充分"
操 作 是 幼 儿 数 学 学 习 过 程 的 核 心

环 节 " 通 过 反 复 操 作 主 动 舍 弃 原 认

知 结 构 中 不 合 理 的 部 分 是 幼 儿 构 建

认 知 结 构 的 必 由 之 路 " 教 师 只 有 提

供 给 幼 儿 足 够 的 操 作 时 间 # 幼 儿 才

能 充 分 地 探 索 ! 验 证 ! 发 现 # 从 而

得 出 自 己 初 步 的 结 论 " 但 现 实 教 育

情 境 中 # 教 师 们 仍 习 惯 于 按 活 动 计

划 的 流 程 严 格 控 制 幼 儿 的 活 动 " 有

的 只 安 排 短 暂 的 时 间 让 幼 儿 操 作 #
往 往 当 幼 儿 的 思 维 刚 展 开 时 就 提 醒

他 们 匆 匆 收 拾 材 料 # 致 使 幼 儿 的 操

作 活 动 如 ( 蜻 蜓 点 水 ) 流 于 形 式 "
于 是 # 也 经 常 出 现 幼 儿 自 由 延 长 操

作 过 程 # 教 师 叫 不 回 孩 子 的 现 象 ’
有 的 虽 开 设 数 学 区 %角 & # 但 游 戏 时

间 ! 晨 间 活 动 时 间 及 自 由 活 动 时 间

也 未 能 实 现 对 幼 儿 全 面 开 放 "
%四& 学习空间受限制"
大多数教师仍将数学教育的空间局

限于活动室# 尤其过多地集中于桌面材

料的操作" 未能充分利用幼儿园活动室

的地面! 墙面及室外一切可利用的空间

%如$ 楼梯的台阶! 走廊的地面! 墙面

等& 布置学习环境" 尤其是未能引领幼

儿置身于幼儿园周围的自然环境! 社区

环境中# 让他们放开手脚自由大胆地探

索# 拓展思维# 积累更为丰富的学习经

验" 空间的狭隘性限制了幼儿的操作行

为及思维活动"
三! 心理氛围紧张

心 理 环 境 是 隐 性 的 环 境 因 素 # 是

幼 儿 学 习 数 学 的 心 理 背 景# 良 好 的 心

理 环 境 对 维 持 幼 儿 的 学 习 过 程# 激 发

幼 儿 的 探 究 意 识 # 培 养 其 独 立 性 ! 自

主 性! 自 信 心 等 方 面 起 着 重 要 的 推 动

作 用" 现 实 中 心 理 环 境 的 营 造 存 在 以

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 教师缺乏足够的热情"
教师的教育热情对幼儿的学习热情

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而教师的热情直

接源于自身对数学的兴趣" 但近期的调

查却不容乐观$ 教师对数学教育感兴趣

的 人 数 虽 比 往 年 有 所 增 加 # 但 仍 仅 占

!"!左右" 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 教师

认为数学本身抽象! 枯燥# 难以直接唤

起兴趣’ 其二# 教育方法难突破# 幼儿

学习兴致低# 教师难以体验成功感" 教

师 在 组 织 活 动 中 所 表 现 出 的 被 动 ! 无

奈! 冷漠直接影响了幼儿的学习热情"
部 分 教 师 认 为 数 学 是 抽 象 ! 严 谨

的# 和其他领域相比更为严肃" 因此#

在组织活动过程中也显得一本正经# 这

种氛围也使幼儿无法感到轻松"
%二& 幼儿自主活动少"
操作是幼儿学习数学的主要 方 式"

数学活动中虽不乏幼儿的操作和探索#
可大多数幼儿的操作活动依然是在教师

设 计 好 的 程 序 中 按 步 骤 ! 有 计 划 地 进

行" 幼儿操作什么样的材料# 怎样操作

材料及操作的时间几乎都摆脱不了教师

的操纵" 活动中# 幼儿自由选择材料!
自愿结伴探索! 按自己的方式去学习!
以自己的速度操作材料等独立性机会很

少" 活动过程的程序化! 形式化使幼儿

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 难以真正体验到

自主感"
%三& 虚幻和现实情境的混乱"
大 多 数 教 师 也 注 重 心 理 氛 围 的 营

造 # 常 利 用 具 有 娱 乐 性 特 征 的 游 戏 来

组 织 活 动 " 例 如 $ 很 多 活 动 都 以 这 种

类 似 的 形 式 开 头 $ (今 天 # 我 们 来 做

一 个 游 戏 # 我 是 ""妈 妈 # 你 们 是 我

的""宝宝") 游戏的口吻和角色的分工

将 幼 儿 引 入 到 童 话 情 境# 激 起 了 幼 儿

的 活 动 愿 望 " 可 一 会 儿 教 师 就 恢 复 到

现 实 的 角 色 # 开 始 耐 心 地 讲 解 # 将 幼

儿 拉 回 到 现 实 情 境 中" 一 会 儿 又 以 游

戏的口吻或情节将幼儿送至童话世界"
这 种 虚 幻 和 现 实 之 间 的 混 乱 # 致 使 幼

儿 在 ( 过 渡 刺 激 期 和 呆 滞 期 之 间 交

替)# 在 (激动和冷漠之间摇摆不定)#
不 稳 定 的 心 理 氛 围 阻 碍 了 幼 儿 活 动 的

进行"
如何发挥生活环境的功能# 提高物

质环境的效益# 注重心理环境的改善#
是幼儿数学教育值得研究的问题# 笔者

希望与同行们不断共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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