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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数学活动中集体与分组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杨 征

摘要：在集体与分组相结合的数学教育活动课程模式中，教师注重的是引导、点拨和质疑，幼儿则着重在操作、发

现和探索。教师在与幼儿的互动过程中，应找准指导的角度，做到“指导要精、点拨要准、材料要足、方法要巧”，使幼儿

在多层次、多形式的集体与分组相结合的教学活动中既轻松愉快又积极主动，从而发挥最佳的教育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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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数学课题组近两年在课题的探索过程中，根据数学

的特点，力求做到教育内容具体化，即把所传授给幼儿的知

识和在数学活动中应培养的各种能力，转化为多层次、多形

式的分组操作活动，以使不同水平的幼儿在各自操作活动中

有感受，有提高。实践表明这一课程模式符合幼儿身心发展

的规律，幼儿在集体与分组相结合的数学活动中既轻松愉快

又积极主动，各方面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一、集体教学和分组活动相结合的模式

集体教学在数学活动中具有集体讲解、示范操作、引导

讨论、归纳整理的作用，是数学教育活动必不可少的教学形

式；分组活动既能为幼儿提供不同层次的操作材料，又有不

同的内容、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程度，让幼儿在操作中积累多

种的数学素材、探索不同的数学规律、寻找问题的答案，验证

得出的结果，从而获得直接的体验和感受，在某种意义上更

能适应不同幼儿的需要。因为以上两种形式的教学各有优

点，所以集体教学若巧妙地与分组活动相结合，根据数学活

动的具体内容和目标要求，合理安排一个活动的各个环节，

使各种形式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就能达到真正的“优化”和

“互补”。在这一模式的教学中，教师注重引导、点拔和质疑，

而幼儿重在操作、发现和探索。在数学活动中这种模式通常

又有如下几种形式：

（一）先集体教学后分组活动：采用这一形式大多是新授

的知识内容，如数的形成、学习*和%的组成、分类㈠、排序、学

习自然测量等等。幼儿对新授的知识没有接触过，教师需要

进行一定的讲解示范，如学习分合号、分类板的作用、什么叫

排序以及自然测量的正确方法等等。只有让幼儿初步了解操

作的方法，才能进行后面的分组活动。特别是一些较复杂的

小组活动，可先在集体教学中进行适当的指导，然后再进行

分组活动，如层级分类等。数学知识内容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许多知识的获得都是原有经验的积累和延续。先集体教学还

可以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分组活动奠定良好的基础。如学

习)、1、"的相邻数，幼儿已学习过* + $的相邻数，集体教学可

以指导幼儿归纳整理相邻两数多!少!的关系，为分组活动中

让幼儿自己寻找)、1、"的相邻数奠定基础。由于集体教学对

分组操作可起一定的指导作用，分组操作又冲破了集体教学

难以让幼儿主动体验的局限，因此，这种教学模式有助于教

学效果的提高。

.二 /先分组活动后集体教学：这种教学形式较适合那些

一次性活动完成的内容。即先让幼儿在分组操作中感知体

验，积累相关的多种经验，再通过集体教学对幼儿的体验加

以归纳、整理，从而得出相关的结语或概念。如：认识形体教

学时教师可根据目标提供多种的分组操作材料，让幼儿充分

感知和体验。在认识圆柱体时，教师可提供各种积木（长方

体、正方体、圆柱体）让幼儿玩一玩、滚一滚，想想这些东西的

形状有什么不一样，并让幼儿用圆形卡片，量一量圆柱上下

两个面，发现了什么？用细铁丝做成圈套，试一试能套得下

吗？有的组还把提供自制的圆柱体拆开来，看看变成了什么

形状。幼儿在操作中获得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在这基础上，集

体教学时就可以让幼儿充分的阐述，教师再加以归纳和整

理。应该指出，在先分组操作后集体教学时，教师在为幼儿提

供的操作材料时要在度和量上进行把握，不要搞得太难太

深，材料不要提供得太多，应紧紧围绕目标，为教学服务。教

师对概念的归纳、整理，一定要在让幼儿充分表述的基础上

进行，让幼儿有一种成就感，教师只是起“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 /集体教学中穿插分组活动：对于一些操作性强又具

有一定探索意义的教学内容，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设计穿

插两至三次的分组操作活动，以激发幼儿的求知欲，培养幼

儿探索的能力。如学习自然测量：教师在讲解正确的测量方

法后，可以让幼儿用同一种测量工具量不同长度的两种物体

（长、短积木等），并学会正确的记录方法。引导幼儿发现：同

一工具测量不同的积木，测量次数越多积木越长，测量次数

越少积木越短。在此基础上，教师进一步引导，可提供多组的

操作让幼儿继续探索：!提供两种不同的测量工具让幼儿测

量同一种物体，想想测量工具与测量次数之间有什么样的关

系。"提供多种的工具（筷子、绳子、粉笔、吸管等）让幼儿选

择，测量相同或不同的物体，让幼儿感知如何选择最简单易

行的工具进行操作。在集体教学中穿插多次的分组活动，教

师应把握二点，一是分组的时间不宜太长；二是前后两次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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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难易有所不同，要有层次感，做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此外，在开展分组教学的活动中，还应注意如下几点：

!、让幼儿自由选择小组。不管分组活动在前在后，我们

都要以幼儿兴趣为原则，让幼儿自由选择小组进行操作活

动。实践表明，幼儿在选择小组时容易受操作材料的影响或

受他人的影响，选择了不适宜自己的操作材料或在操作过程

中感到困难。针对这些情况教师要加以引导，帮助幼儿掌握

正确的方法，鼓励幼儿大胆探索。对于个别能力特别弱的幼

儿，教师就要帮助其选择适合他操作的材料，让每个幼儿都

有获得成功的体验。

#、允许自由换组：幼儿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个体差异，

对于各方面能力较强且操作速度快的幼儿，在完成本组的操

作活动后，教师应积极鼓励幼儿去参加其他组，继续探索活

动。在自由换组的过程中，幼儿可以学会怎样与他人相处，怎

样与别人合作学习。在选择自己的组别后，要求专心致志的

从事操作活动，避免幼儿太频繁地换组。

二、在集体与分组教学中教师的指导

采取集体教学与分组活动相结合后，集体教学的时间就

相对地减少了，教师如何合理组织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因

为分组活动是一项自主性强的活动，如何做到自由度大而不

乱、活动项目多而有章，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

只有全面把握整个教学活动的全过程，找准指导的角度，做

到“精、准、足、巧”，才能使集体与分组形式相辅相成，从而发

挥最佳的教育功效。

$一 %指导要精

在数学活动中教师的指导语要做到少而精，不管开始

部分采取哪种形式，都无需长篇大论地讲解演示或操作的

要求方法。即使遇上比较难理解的概念和较复杂的操作活

动，也不必逐一演示，有的只需提供一定的范例即可。在归

纳、整理幼儿操作所得的经验和感受时，要引导他们紧扣本

次活动内容，以发展幼儿思维的条理性和综合概括能力。在

评价小结幼儿各组的操作活动时，教师可选择操作难度大或

富有探索性的小组进行讲评，还可以通过设疑，让幼儿在数

学活动区继续探讨，而不必面面俱到。指导语力求简短又明

确，而不是满堂灌。

$二 %点拨要准

幼儿是通过教师指示性的导语进行学习、操作的，幼儿

能否主动学习、自主操作，取决于教师如何准确点拨、适时引

导。集体教学中教师的讲解演示无需太细、更不必全盘端出，

点拨要恰当，讲解演示也要适可而止。在集体教学与分组活

动的指导过程中，注意做到指导不能操之过急、过细，既要始

终确立幼儿是主体，不能放任自流，教师是幼儿活动的支持

者、帮助者及辅导者。例如：“图形分类”的活动，主要交待分

类的要求 $按什么分类 %，分类材料的用法（怎样用分类板、用

图形块），至于各种分类的方法则不要一一都教给幼儿，给他

们留有探索的余地。

$三 %材料要足

分组操作活动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操作材料

的多与少，难与易直接关系到操作活动的成与败。教师对分

组操作中所提供的材料应把握三个要素：!、量的把握：教师

应为每位幼儿准备 # & ’ 种的操作材料（有的材料可以重复

使用），供幼儿自由换组时操作。#、度的把握：分组操作的材

料要有一定的层次，一般分为较容易操作的材料、一般性操

作的材料、探索性操作的材料。如中班认识“(”的操作材料可

分为：!看数字盖印章；"看图形画圆点；#看数字串项链；

$七巧板拼图。每次操作活动分 ’ & ) 个小组为宜。’、各组的

比例：据调查显示，中等发展水平的幼儿占绝大多数，操作

水平特别强和比较弱的幼儿占小部分。因此在投放材料时，

较容易操作的材料和探索性操作的材料仅占一半的比例，另

一半都投放一般性操作的材料，以满足大部分幼儿的需要。

$四 %方法要巧

幼儿在自由选择小组活动时，容易产生盲目与从众心

理，对于能力较弱的幼儿，应给他们以更多的关注，将其引导

到适合他们操作的小组。对于能力较强的幼儿，教师要以激

励的语言鼓励他们去主动探索，培养求异思维，以保证各小

组的操作活动有序地开展。在幼儿操作中遇到困难时，教师

要善于引导、巧妙点拨，使幼儿掌握正确的操作方法。若幼儿

在探索中出现了问题，应避免直接告诉他们，凡是自己可以

解决的，都要启发他们自己解决。如：鼓励他们试误、在试误

中点拨他们修正偏差、解决问题，或启发他们看看别人是怎

样做的，通过对照发现问题，领悟解决问题的路子。

总之，每个幼儿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于这个世界，

具有个体上的差异，又有这个年龄共有的生理心理特征，因

此，我们要既不强求幼儿达到统一的目标，又必须根据幼儿

的共性，探寻适合于广大幼儿的教学形式，突出幼儿的主体

性与自主性，从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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