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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数学活动区的多元化尝试

□ 江苏省启东市长江幼儿园 钱迎华

数学 是 一 门思 维 性 很强 的 学 科 , 有 思 维 体 操 的

美称。我们很注重幼儿数学思维和数学能力的培养 ,

开 设 了 让 孩 子 自 由 活 动 的 数 学 区 , 但 是 孩 子 们 对 数

学活动 的兴 趣 却 总是 提 不 起来 。针 对 这一 不 尽 如人

意的现象 , 我 们 认真 学 习 了相 关 的 理论 知 识 , 渐渐 有

了新的 感 悟 , 特别 是 数 学生 活 化 的全 新 理 念以 及 皮

亚杰 的 建 构理 论 更 是给 我 们 指明 了 方 向。在 新 创 设

的多元 化数 学 区 中 , 我 们 惊 喜地 发 现 孩子 们 愿 意亲

近数学了 , 数 学 区成 了 孩 子们 的 愉 快空 间 , 在 这里 孩

子们的智慧和灵气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示。

一、环境的多元化

新《纲 要》明 确指 出 : 环 境是 重 要 的教 育 资 源 , 应

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 , 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为

此 , 我们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 , 从数学区墙面的布置、

材料的摆放、师生互动的氛围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

元化的创设 , 以充分发挥环境这位无声教师的作用。

1. 常换常新的数学墙饰

数学活动目标有内在的连续性 , 活动应在孩子已

有经验的基础上增加难度 , 提出新的要求。我们结合

活动单元主题 , 设 计与 主 题 相关 的 数 学内 容 , 然 后师

生一起布置墙面 , 突出主题内容 , 进行环境渲染 , 引起

幼儿注意 , 吸引孩子走近。例如 , 当小班组织“我的家”

主题活动时 , 就在数学区布置“数数我家有几口人? ”

的墙饰 , 孩子们将 爸 爸、妈 妈 、宝 宝或 且 还 有爷 爷 、奶

奶等的头像贴在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小房子上 , 并愉快

地和小伙伴一起数数 , 然后高高兴兴找出相应的数字

贴到自己的小房子上。这个“我爱我家”的数学墙面让

孩子们留连忘返 , 玩在其中 , 乐在其中。又如 , 中班老

师根据活动主 题“交 通工 具 ”设 置了 有 关 停车 场 的 活

动内容 , 孩子 们 根 据不 同 的 数字 、圆 点 画上 相 应 数量

的汽车 , 再把自己的作品张贴到有彩色底板的墙上 ,

孩子们相互交流着 , 体验着成功的快乐。就是这样 , 随

着活动主题的变化不断更换墙饰内容 , 它始终吸引着

孩子们探求的目光。

2. 建构意义的动手操作

皮亚杰称之为“逻辑数理知识”的数概念 , 是不能

单纯用语言 来教 的 , 我 们也 曾 陷 入过“孩 子 听懂 了 但

不会做”的困惑。皮亚杰认为 , 数学开始于对物体的动

作 , 真正理解数意味着儿童通过自己的活动发现或能

动地建立了概念与事物的关系。“数学首先是 , 也是最

重要的 , 是作用于事物的动作。”因此 , 要让孩子真正

理解数学 , 必须让孩子与丰富多彩的材料互动。于是 ,

蚕豆、黄豆、花生等各类种子 , 纽扣、纸杯、小勺等各种

生活用品 , 盒子、瓶子、小棒等废旧物品都成了孩子们

探究、感知数学概念的百玩不厌的材料。如 , 孩子们非

常喜欢看着瓶身上的点子往里装豆豆 , 再找有相应数

字的瓶盖拧上 , 数字的实际意义就是孩子在装装、拧

拧的过程中逐渐建构的。

3. 宽松自由的环境氛围

孩子 一 切 的知 识 和 能力 都 是 在互 动 的 过 程 中 获

得的 , 没有互动更谈不上发展。在良好的情感氛围中 ,

无论是教师还是幼儿更容易产生被支持感 , 互动的动

机更强 , 效 果 也 更好 , 即 所 谓“亲 其 师 而信 其 道 ”。因

此 , 老师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区域环境 , 要

将以前的急于求成变为现在的学会耐心等待 , 要允许

孩子出错 , 允许孩子反复。活动成功了和孩子一起欢

呼 , 失败了给孩子鼓励和帮助。让每一个孩子对数学

区从讨厌到 喜 欢、从 远 离 到亲 近 , 让 数学 区 成 为孩 子

的一方乐土。

二、形式的多元化

有人说 , 数学需要抽象 , 但抽象是形象的儿子 ; 也

有人说 , 数 学 需要 逻 辑 思考 , 但 逻 辑思 考 的 船只 有 在

体验的劲风吹动下才能远航。因此 , 数学教育 , 对形象

思维活跃 、体验 细 胞 敏感 的 幼 儿来 说 , 就 应该 匍 匐 在

现象、生活、活动的大地上。为此 , 我们为孩子创造了

做数学的多元化活动。

1. 在剪剪画画中感知理解数学

手工是孩子最喜爱的活动 , 我们利用孩子的这一

特点 , 以美术、手工为主要载体 , 让孩子在剪剪画画中

感知数学、理解数学。如 , 在小兔的背景图上请孩子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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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兔最喜欢 吃 的 食物 , 有 的 孩子 画 青 菜、有 的 画 萝

卜 , 然后让孩子 数 数说 说 送 给小 兔 几 个萝 卜 、几 颗青

菜 , 再贴上相应的数字 , 从而加深对 10 以内数的理

解。又如 , 在图形的认识中 , 请孩子在许多几何图形中

给椭圆形涂上 红 色 , 给梯 形 涂 上绿 色 , 给 半圆 形 涂 上

黄色 , 或 者让 孩 子 从众 多 不 一的 图 形 中找 出 某 一图

形 , 并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在涂色过程中 , 孩子对各

种图形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2. 在做做玩玩中感知理解数学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陈鹤琴先生早就提出“做中

学”、“玩中学”的教育思想 , 认为只有顺应孩子的特点

来施教 , 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遵循这一原则 , 在数学

区活动中 , 我们力求让孩子在做做玩玩中有所体验、

有所发现。如 , 在巩固 10 以内加减运算活动中 , 设计

小猫钓鱼的游 戏 , 鱼 身上 有 算 式题 , 小 猫 的水 桶 上 有

数字 , 算出小鱼 身 上 式题 的 得 数 , 再 将 鱼 放入 相 应 的

水桶里 , 最后相互检查或由老师检查是否正确。孩子

们玩得兴高采烈 , 活 动 效 果明 显 提 高 , 取 得 了 重过 程

也重结果的双重效应。

3. 在竞争比赛中感知理解数学

社会飞速发展 , 竞争日趋激烈。今日的幼苗是明

天的栋梁 , 为了使 孩 子 们日 后 更 好地 适 应 社会 , 应 从

小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在实践工作中 , 我们发现中

大班孩子已 有 这 方面 的 意 识和 能 力 , 特别 是 大 班孩

子 , 竞赛活动能 激发 他 们 的活 动 热 情 , 他 们 在 竞赛 中

异常专注、认真。为此 , 我们设计了数学迷宫图、数学

棋以及一些数学竞赛游戏 , 孩子们在游戏中不但理解

了数概念 , 而且培养了合作意识 , 提高了耐挫能力 , 形

成了良好人格 , 这在他们今后的发展中将起到很重要

的作用。

三、评价的多元化

评价是一把双刃剑。评价得当 , 孩子就会兴趣倍

增、态度积极、学习 主 动 ; 反之 , 则 孩 子产 生 厌 倦抵 触

情绪 , 影响活动效果。新《纲要》要求我们关注幼儿的

个体差异 , 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幼儿 , 要运用新的理念 ,

对幼儿的认知、情感、态度、能力等方面进行多元化的

评价 , 以充分发挥评价的功能。

1. 注重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的有机结合

随着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 , 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评

价要注重过程与结果的有机统一 , 这一点对数学区活

动的评价尤为重要。因为在数学区 , 有的孩子不用思

考 , 模仿别人就能 完 成 任务 , 呈 现 的结 果 一 样是 正 确

的。而有些孩子做的结果虽然看似不合要求 , 但其思

维过程却闪烁着创新的火花。例如 , 一次在种树活动

中 , 一个小朋友在标着数字 4 的那块地里种了好多

的树 , 老师请他说说为什么要种这么多。他说他种了

4 棵柳、4 棵桃树、4 棵梨树⋯⋯每种树都是 4 棵 。

老师听后不由得赞叹孩子的思维独特。所以 , 在出现

异常的时候老师不妨耐心地问一个为什么 , 以了解孩

子的思维过程 , 发现问题时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

更重要的是 , 让孩子讲述操作过程有利于培养孩子的

抽象逻辑思维能力。

2. 注重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的有机结合

让幼儿进行自我评价能增强幼儿的自我意识 , 提

高幼儿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但幼儿受其年龄特点的

制约 , 往往不能对已对人作出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自

我评价与同伴 、老 师的 评 价 有机 地 结 合起 来 , 取 得了

良好效果。如 , 一个小朋友数学能力比较差 , 平时最怕

进数学区。有一次不知怎么的他自愿进了数学区 , 而

且从头到尾认真地呆在那里 , 虽然操作结果不尽如人

意 , 但这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老师抓住这一契机 , 活

动结束时请大家评一评他能否得到红五星。开始时大

家都说不能 , 他 自 己 也说 不 能 , 理由 是 没 能很 好 地 完

成任务。后经老师引导、点拨 , 找出了他主动进区、态

度认真等优点 , 获得意外惊喜的他后来真的喜欢上了

数学区 , 老师的良苦用心得到了回报。

3. 注重物质奖励与精神鼓励的有机结合

在数学区活动中 , 老师常利用一些小奖品来鼓励

孩子认真活动、积 极 创新 , 如 小 红花 、红 五 星、红 苹 果

以及 一 些 漂亮 的 小 饰物 等 , 这 些奖 品 深 受孩 子 的 喜

爱。但是 , 实物奖励也要适度 , 否则就容易使孩子为了

奖品而活动 , 在 活 动 中专 挑 简 单的 任 务 , 遇到 困 难 就

失去信心和勇气。我们因人而异地实施奖励 , 能力弱

的孩子稍有进步就能得到奖品 , 以培养他们的信心 ;

而对能力强的孩子多采取精神鼓励 , 在他们达到一定

目标后才给予奖 品 , 促 使他 们 严 格要 求 自 己 , 得 到 更

好的发展。

通过不懈的努力 , 我们的小小数学区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 , 从 灌输 式 传 教到 操 作 型建 构 , 先 进的 教 育 理

念正逐渐落实于具体的行动。多元化的数学区 , 使抽

象的变成具体 的 , 使 单 一 的变 成 多 样的 , 使 乏 味的 变

成有趣的 , 多感官的刺激将孩子引入了魅力无限的数

学世界。

( 责编 王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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