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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幼儿数学教育

利用农村自然环境利用农村自然环境

陈鹤琴先生说过：“大自然、大社会

是活教材。”《幼儿园工作规程》也反复

强调，应创设与利用周围环境，促进幼

儿主动发展。我们的幼儿大多生活在农

村，大自然中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日月

星辰、雨露霜雪等无穷无尽、千姿百态、

变化无穷，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探索与利

用。为此，我们经常带领孩子们走出课

堂，走进大自然母亲的怀抱，通过观察、

劳动、游戏等活动，充分利用大自然中

的一切教育因素，开展数学教育活动，

提高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

一、外出观察

农村特殊的自然环境，蕴藏着极其

丰富的观察内容，为使观察更具有针对

性，我们一般选择以下几类内容：

第一类：动物。在农村，无论是天上

飞的还是地上跑的动物，都随处可见，

如鸡、兔、狗、羊、燕子、麻雀等等。看见

村边的家鸡，我们及时引导幼儿进行加

减法、数数、一一对应等的练习；来到饲

养场，一窝小猪煞是惹人喜爱，我们让

幼儿学习逢双数、逢五数或整群数；小

鸟在天空中叽叽喳喳自由翱翔，可进行

" 和许多、组成、加减运算等的教学，数

学教育自然而贴切。

第二类：植物。农村的孩子走出家

门就是农田，不同季节里不同品种、不

同形状、不同颜色的植物到处都有，如

庄稼、蔬菜、花草、树木等随着季节的变

化而日新月异。春天，小草绿了，小花开

了；夏天，麦子黄了，西瓜熟了；秋天，金

色的果子挂满树枝，数学活动尽在其

中。

第三类：自然环境。如小河、小路、

小桥、小土坡等，小朋友们来到小河边，

走在小桥小路上，进行数数、比大小、序

数等内容的练习，真是乐在其中。

二、田间劳动

前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雅和马

卡连柯都十分重视幼儿的劳动教育，认

为劳动教育是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特别是接触自然的劳动，对发展幼

儿的观察力，培养幼儿对一切生物的爱

护态度，对乡土大自然的热爱等具有特

殊作用。

学习数学靠单纯的课堂讲述、传授

知识比较枯燥，为此，我们带领幼儿参

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拾稻穗麦

穗、摘草莓黄瓜、采刀豆茄子、抓蚯蚓昆

虫等。边劳动边让幼儿进行数数、" 和

许多、一一对应、组成、加减运算等的练

习，在劳动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幼儿积

极性高，效果也特别好。

三、野外游戏

幼儿喜欢游戏，幼儿园的一切活动

都应以游戏为基本形式，在游戏中学习

幼儿最快乐。为此，我们经常带领幼儿

走进大自然开展各种野外游戏。

"# 拔野生植物。农村的野生植物

到处都有，一年四季变化无穷，如牵牛

花、芦苇花、野菊花、红花草、狗尾巴草、

蒲公英等，它们形态各异、色彩艳丽，拿

在手里都可作为数学活动的教具、学具

开展活动。

$# 扔东西。江南农村小河、小沟、

田野纵横交错，在那里做游戏自有一番

乐趣。我们带领幼儿比赛扔泥巴、扔小

砖头、扔棉铃子等，幼儿特别兴奋。在游

戏中，幼儿认识掌握了空间方位如前

后、左右、远近、上下、高低等。

四、收集果实

一年四季，农村可利用的果实还真

不少，我们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发

动每位幼儿收集果实，汇集起来，经过

加工制作，就是用之不尽的学具、玩具，

这些果实归纳起来一般有以下几类：

"# 豆类。主要有蚕豆、黄豆、赤豆

等。

$# 蔬菜类。有茄子、小青菜、青椒、

黄瓜等。

%# 瓜果类。有桃子、小伊利沙白

瓜、桔子、柿子、苹果等。

&# 野生果实类。当幼儿把这些果

实带到幼儿园以后，经过消毒加工，教

师及时引导幼儿充分利用这些果实开

展数学活动，一般情况下，我们将这些

果实：

!放在数学角内，供幼儿摆弄、操

作；

"悬挂在室内门窗、墙壁上，不仅

美化了环境，还可通过环境布置渗透数

学教育；

#在专门的数学活动中当作教具、

学具。

经济、便利、符合农村特点的学具、

玩具、用具的准备，为数学活动的顺利

开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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