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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区中 , 我们提供了系

统、合适的材料 , 让幼儿通过亲自

摆弄、操作 , 发现物体间的数量关

系。实践证明 , 操作学习活动是幼

儿学习数概念的适宜方式 , 相对于

专门的数学作业课 , 它的优越性是

显而易见的。如 , 幼儿的活动余地

较大且操作机会多 , 能从不同的起

点 , 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发展速

度进行学习 ; 教师能真正做到为每

个幼儿提供活动的条件和表现机

会 , 而且观察机会增多 , 能及时发

现问题 , 了解个别差异 , 有针对性

地调整活动计划和内容 , 进行个别

指导。但是 , 如果过多地注重类似

图片、符号等形式主义的重复操

作 , 忽视幼儿对数的真正意义上的

理解和运用能力的培养 , 也会阻碍

幼儿主动性、创造性和思维能力的

发展。因此 , 在数学区的设计和指

导中 , 我们把数学知识的学习融入

幼儿的日常生活中 , 使幼儿在实际

运用中形成具体、清晰的数思考方

式 , 让幼儿的数学学习真正成为幼

儿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思维过程 , 而非机械的模仿和记

忆过程。为了促进幼儿数学思维和

能力的发展 , 我们除了注重数学操

作材料的逻辑性、渐进性和层次性

之外 ,还关注了以下问题。

一、重视幼儿的操作过程和个

别差异 , 不一味地以操作结果为满

足 , 培养幼儿多角度思考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例如 , 为了提高幼儿利

用分类、排序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

我们曾投放扑克牌 , 让幼儿按数字

大小 , 对相同花色的扑克牌排序。

通过仔细的观察 , 我发现幼儿的操

作方式各异。有的把所有的扑克牌

混在一起 ,逐一寻找 ,又慢又杂乱 ;

而有的先按数字归类 , 再排序 , 或

先按花色归类 , 再排序 , 速度相对

就快多了。尽管都会分类排序 , 但

幼儿的操作水平存在着非常明显

的层次性。我并没有急于去干涉幼

儿的操作方式 , 而是当大部分幼儿

都操作体验过后 , 我们在集体活动

中以竞赛的方式 , 让幼儿明显地看

到不同方法所产生的速度差异。经

过共同讨论 , 幼儿认识到 : 把花色

相同的或数字相同的归在一个家

里 , 就能更快、更方便地进行排

序。同时 , 对幼儿在操作中所表现

出的新颖性和创造性 , 老师也给予

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 如数字大小

顺序不变 , 花色则按一红一黑间隔

的排法 , 或是完全按四种花色间隔

的排法 (红桃 1 ,草花 1 ,方块 1 ,黑

桃 1 ,红桃 2 ,草花 2 ⋯⋯) 。当然 ,对

于个别有困难的幼儿 , 我们开始只

为他提供单种花色的扑克牌 , 然后

逐渐增加难度。因此 , 只有重视活

动的过程 , 才能发现幼儿不同的思

维特点和个体差异 , 才能培养幼儿

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设计系列化的操作材料 ,

发展幼儿的迁移能力。在数与量匹

配的系列练习材料中 , 我们设计了

“送礼物”教具。在小篮中放着 1 至

10 的数字卡片和相应的各种五颜

六色的物品 , 如 1 把牙刷、2 个木

珠、3 根牙签、4 颗纽扣、5 根橡皮筋

⋯⋯⋯在操作中 , 孩子们马上迁移

了扑克牌排序的经验 , 采用了先归

类后排序的方法 , 把相同的物品放

在一起 , 使数量展示又快又明显 ,

匹配也变得非常容易了。类似的操

作材料还有很多 , 如把牙签染成各

种颜色 , 剪成不同长度 , 让幼儿对

相同颜色的牙签进行长短排序及

多种硬币的间隔排序等。

三、通过操作材料难度的逐层

递进 , 鼓励幼儿进行积极的自我学

习。在测量活动中 , 我们为幼儿提

供了三个难度层次的操作材料 , 供

幼儿自由选择。第一层次 , 采用单

一的非测量工具进行直线测量。如

使用回形针来测量不同长度的直

线 , 幼儿先把数个回形针从直线的

一头排放到另一头 , 计算一下用了

几个回形针 , 就在这根直线旁放上

相应的数字卡片。第二层次 , 采用

多种非测量工具进行平面图形的

测量。如用牙签测量长度 , 用积木

测量宽度等。第三层次则提供立体

实物让幼儿测量。如测量一只杯子

的高度 , 口径大小等。在自由选择

进行操作中 , 有些幼儿会选择那些

不合适自己能力的、难度过大的材

料 , 我们也不即刻进行干涉 , 挫伤

幼儿的积极性 , 而是让他在摆弄中

自我发现 , 再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材

料。当幼儿认识到了客观物体的难

度 , 我们就鼓励他们积极地思考 ,

寻求解决的方法 , 发展自我学习的

能力。如一名幼儿取出了第三层次

的操作材料 , 可是在摆弄中 , 发现

无法用冰棍棒、牙签等测量杯口的

周长 , 我就鼓励他尝试其他的测

量工具。经过多次摆弄 , 终于发

现绳子和绒线能围住杯子的杯口

进行测量。在测量杯子的高度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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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发生问题了 , 用两根牙签来测 ,

则高于杯子。用两块积木来测 , 又

低于杯子 , 他望着手中的积木和牙

签想了一下 , 换成了一块积木和一

根牙签 , 这下与杯子的高度正好一

致 ,他非常得意地把这一“发明”告

诉老师 ,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四、把数学区的操作活动与其

他活动区相结合 , 与幼儿的日常生

活相结合 , 重视幼儿对数学知识的

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如幼儿学习

三角形边长的知识 , 我们把室内集

体活动时使用的正方形线框 , 用一

条对角线分割成两个直角三角形 ,

在正方形的边上确定一个起点和

终点 , 让幼儿沿线行走 , 既可走对

角线 , 也可以走正方形的两条边。

幼儿边走边数数 , 用脚步数测出了

远和近 , 从而感性地理解了“三角

形任意两边的和都大于第三边”这

一数学公理。在此基础上 , 我们又

让幼儿在生活中去体验 , 比如从池

塘到多功能厅 , 走哪条路更近等。

在生活劳动区中 , 我们也将相应的

锁和钥匙分别标上数字 , 让幼儿边

进行开锁活动 , 边练习认数、配

对。为了让寄宿制的孩子们充分体

验家庭的自由和温馨 , 我们在教室

的一角设置了点心桌 , 每天的品种

都不一样 , 孩子们在区域活动时 ,

可以自由地坐到桌边 , 并根据小黑

板上的提示取用食品 , 如 4 颗花

生、3 块饼干、2 片苹果等 , 孩子们

在吃点心的同时 , 既运用了按数取

物的能力 , 还认识了不少汉字。我

们还把幼儿测量自己和同伴身高

的活动 ,与主题活动“我自己”结合

起来 ,充分体验“成长”的喜悦。在

幼儿的一日活动中 , 我们利用值日

生点人数、师生关于日期的谈话、

分碗筷、整理图书、体育游戏 (如

“跳房子”中的单数跳、双数跳和拍

球数数) 乃至盥洗中折毛巾时的二

等分等等 , 为幼儿创造了运用数学

知识的丰富机会和条件。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

中 , 孩子们对一些抽象的数理逻辑

知识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解 , 并

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学习数学的

兴趣和积极性 , 我们的数学教育也

更加适合幼儿的发展水平和学习

特点。

点评

陈磊老师的实践告诉我们 , 活

动区是幼儿学习数学的一种有效

形式。这一形式之所以有效 , 除了

活动形式的改变之外 , 更重要的是

教师利用了这一形式的优越性 , 让

教育更适合幼儿发展的可能性 , 更

适合幼儿学习的特点 , 更贴近幼儿

的生活。当然 ,形式也是很重要的 ,

如果仅用单一的集体上课形式 , 再

好的老师也是难以观察到每一个幼

儿活动过程的差异 , 发现每一个幼儿

的不同层次、不同特点的需要的。

现代数学教育重视让幼儿体

会数学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密

切关系 ; 重视让幼儿运用数学知识

去理解周围的世界 , 解决生活中的

问题 , 真切地感到数学的意义 , 而

不是把数变成枯燥的运算、冷冰冰

的数字 ; 强调让每一个幼儿都有机

会并按自己的特点学习数学 ; 强调

利用数学发展幼儿自信、自主精

神、智力、情感、社会性的重要价

值。可喜的是 , 我们看到这些思想

在陈磊老师的指导中都有所体

现。她引导幼儿主动参与到数学活

动中去 ,在操作中自己探索、学习 ,

给幼儿提供多层次的个别化的学

习材料和机会 , 把数学教育融入到

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等等 , 这些经

验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关于幼儿园数教育 , 有一点需

要引起重视。世界正向着高科技、

信息化社会 , 向着计算机网络时代

飞速发展 , 我国数学教育正面临着

严峻的挑战。教材“偏于陈旧”,教

材组织“拘泥于数学的传统处理方

法”,“体系和内容的处理手法没有

随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而改进”。

高中数学教学大纲会议认为 ,“现

在的高中教材达到了两个最 (即从

中国历史纵向看是最低的 , 从世界

范围横向看是最陈旧的) ”。原中国

数学会副理事长严士健先生感叹

自己“中学时做那样大量的因式分

解习题是不必要的”。(引文均自

《21 世纪中国数学教学教育展望》,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5 年 12

月版。)那么 ,幼儿园数教育的状况

如何呢 ?如果不对我国幼儿数教育

结构作整体的思考 , 不关注现代数

学的发展趋势和改革动向 , 只埋头

在自己的教室里辛辛苦苦地干 , 结

果让幼儿积极学习的东西也许并

无多大意义 , 甚至是过时的。说到

这里 , 已经越出了点评陈老师文章

的范围 , 但因事关幼儿园数教育的

发展 , 仅顺便提及 , 希望引起幼教

同行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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