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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近年来绘本的教育价值得到广泛认可，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蕴含

的“整合”理念的指导下，越来越多的绘本被运用于幼儿园教学的各领域，其中蕴含

数学概念的绘本也逐渐成为一线教师开展数学集体教学活动的载体。 

本研究拟运用行动研究，以运城市某附属幼儿园大班幼儿为研究对象，通过在

幼儿园的教学实践中的行动与反思探讨如何运用绘本开展幼儿园数学集体教学活

动。本次研究的对象为大班幼儿，将 29 名幼儿分成两组并围绕三个数学内容来选择

合适的绘本并组织实施集体活动。通过三个教学案例六个活动循环的行动研究过程，

围绕研究问题得出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运用绘本进行幼儿园大班数学集体活动需从绘本的选择，绘本

教学的设计及实施等方面入手：首先是数学绘本的选取，既要符合幼儿数学学习特

点又要符合优秀绘本的要求，教师在选择时可以优先考虑成系列出版的数学绘本。

其次在绘本教学的设计上要遵从以下四点：对绘本故事内容进行选择与加工，突出

数学经验；根据幼儿数学学习经验对绘本画面进行整合；根据幼儿水平提供操作材

料；根据活动需要设计多样化的延伸活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希望运用绘本开展幼儿园数学教学活动能引起广大幼教工作

者的关注，并能理论联系实践进行绘本数学教学活动的相关研究，不断挖掘绘本中

的数学教育价值。 

 

关键词：绘本；幼儿园数学集体教学活动；大班；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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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picture book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ncept of “integration” 

contained in the “Guidelines for the Guidance of Kindergarten Education 

(Trial)”，more and more picture books have been applied to various fields of 

kindergarten teaching.The picture books containing mathematical concep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carrier of the first-line teachers to carry out 

mathematics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This study intends to use action research，taking the children of an 

affiliated kindergarten in Yuncheng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It explores 

how to use the picture book to carry out kindergarten mathematics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through the action and reflection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kindergarten.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is large class children.The 29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e select the appropriate picture book and 

organ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llective activities that focus on the number 

concept and operation , graphics and space, collections and patterns ,.the 

three core mathematical concepts .Then the search conclusions are drawn 

around research questions through three teaching cases and six action cycle 

research process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using picture books to carry out 

large-scale mathematics collective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 need to start with 

the choice of picture book,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icture book 

teaching, etc. Firstly, the selection of mathematical picture books, which mus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hildren's mathematics learning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xcellent picture books. Teachers can give priority to the 

series of mathematical picture books when they choose. Secondly, the 

following four points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design of picture book 

teaching: select and process the content of the picture book, highlight the 

mathematics experience; integrate the picture book according to the 

children's mathematics learning experience.It provides th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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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according to the child's level.It designs a variety of extension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activity.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use of 

picture books to carry out kindergarten mathematics teaching activities can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the majority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And we 

should connect theory with practice to carry out related research on picture 

book mathematics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constantly explore the valu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picture books. 

 

 

Key words: Picture book; kindergarten mathematics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large class;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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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提出 

绘本是通过图画和文字共同叙事的方式表达特定情感和主题的读本。绘本以童

真、易懂、充满想象力的图文合奏的手法适应了儿童主要以视觉符号理解文意的需

求，顺应了幼儿形象思维和想象思维发展的特点，受到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成

为社会公认的适合儿童阅读的读本。 

绘本独特的图文合奏来叙事的方式符合学前儿童的认知发展特点①。在学前教育

中引入绘本教学方法，不仅可以促进学前儿童的语言、美术与音乐发展，而且对提

升社会交往等多方面能力有巨大帮助。随着人们家庭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家长越

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最近几年绘本市场逐渐升温，成为幼儿园教育中不可缺少的

阅读素材，绘本教学逐渐成为一种新型教学方法。  

学前儿童数学教育作为五大领域中科学领域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一直以来都是

幼儿园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教育部在 2012 年颁布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中，在科学领域单独将数学认知列出来，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数学教育的重要性。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蕴含的“整合”理念的指导下，如何打破学科界限，

多途径地促进幼儿数学素养的发展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以往多用于语言、

艺术教育领域的绘本成为了幼儿教师实施数学集体教学活动的素材，部分幼儿园及

教师开始尝试将绘本融入幼儿园数学教育。 

 但是在运用绘本来进行幼儿园数学教学实践活动中，怎样选择合适的应用于教

学活动的数学绘本，如何有效的运用绘本开展数学教学、在教学中需要注意哪些问

题等成为困扰幼儿教师的一个问题，本研究拟运用行动研究，以运城市某附属幼儿

园大班为研究对象，通过在幼儿园的教学实践中的行动与反思来解析如何运用绘本

开展幼儿园数学教学，发现教学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分析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 

1.2 文献综述 

1.2.1 有关概念的界定 

1.绘本 

“绘本”一词由英语单词直接翻译而来，其又可称为“图画书”，专指“以图和文共

                                                             
①

 顾灵玲.亲子共读数学绘本的几个注意点.幼教天地，2013 年 8 月(下半期).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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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演绎一个故事的书①
” 

世界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培利·诺德曼，在 1998 年对绘本进行了定义，他指出绘

本主要由大量图画与少许文字组合而成，其目的是为了传递消息或表述故事②。 

美国著名绘本大师芭芭拉.库尼曾指出图画和文字是绘本必不可少的要素，二者

缺一不可③。 

中国儿童文化研究院的彭懿认为，绘本的主要组成元素是图画与文字，通过该

二者在两种媒介中不同层面的交互来传递信息或讲述故事，绘本是一种由图画与文

字结合而成的艺术④。 

林敏宜将绘本看成是一种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的故事书。她特别强调了绘本

的视觉传达功能，绘本中图画的主要作用是帮助阅读者理解文字内容，进而激发幼

儿的阅读兴趣⑤。 

综合以上众专家对绘本的几种界定，绘本是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通过图文

合奏的手法表达特定情感和主题的幼儿读物。在绘本中，图画和文字都是表达故事

的媒介，图文完美结合，内容充满趣味，主题富含哲理，能引发儿童观赏和阅读的

兴趣。 

2.数学绘本       

当前市场上的绘本种类繁多，涉及语言、艺术、科学、情感、英语、数学等多

个方面。洪瑶琪将科学绘本、数学绘本及语言绘本归类为工具类绘本⑥。 

国外通常将数学绘本称为 math picture book, math related literature 等。市面上现

有的绘本有些是在故事情节中蕴含数学概念，呈现的数学思维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

故事性绘本，比如《点点点》、《一寸虫》、《三顶帽子几个人》等；还有一类是有相

对完整的数学体系，其中图文的编排和故事情节的展开都围绕某一数学概念的训练

性绘本，比如刘永昭等著的《数学绘本》，朴英兰、赵艺贞等的《从小爱数学》等。 

本文中将其定义为：在故事情节中涉及相关数学概念，且故事情节的发展紧密

结合数学概念的绘本均归为包含数学概念的绘本。 

3.幼儿园数学教学活动 

 所谓幼儿园数学教学活动，是指教师有意识地组织、设计和安排一定的时间和

                                                             
①

 陈晖:《论绘本的性质与特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40-42 
②

 [加]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儿童文学的乐趣.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 
③

 王慧宁.绘本的概念界定及中日现代绘本溯源.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54-56. 
④

 彭懿.绘本：阅读与经典.上海，21 世纪出版社，2007. 
⑤

 林敏宜.绘本的欣赏与应用.台北，心理出版社，2000. 
⑥ 
洪瑶琪，周秋华.数学绘本在小学数学活动中的价值研究.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6,(6):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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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引发儿童接触以数学信息为主的材料和环境，通过教师的引导与儿童自身的活

动来获得初浅数概念的专项活动①。本研究所进行的教学活动都是应用绘本来进行幼

儿园大班数学教育的集体教学活动。 

1.2.2 国内外已有研究 

1.绘本的相关研究 

(1)绘本内涵的相关研究 

绘本的基本构成是图画和文字，很多研究者从绘本中的图文关系对其的内涵进

行探讨。 

佩里·诺德曼认为绘本的图画与文字在一定意义上是相对平衡相辅相成的，此外

佩里·诺德曼还认为合格的绘本中至少包含三个故事：（1）图画暗示性故事，该类故

事以图画为主，配合极少量的文字展开；（2）文字故事，该类故事应以文字为主，

可不用插入图画；（3）图画与文字相结合的故事，该类故事中应包含图画与文字，

且二者以一定比例配合②。 

日本儿童文学家松居直用公式“文×图=绘本”来区分绘本和带插图的书（文+图=

带插图的书）之间的区别。他认为绘本中图文相辅相成，若在阅读一本带有插图的

书时，读者可在不看文字意思只看图片内容的情况下将书读懂，绘本阅读则需读者

在阅读文字的同时关注图画③。 

儿童文学家梅子涵深入的研究了绘本，他认为绘本与普通的配图文字阅读素材

有很大差别，传统文字配合图片阅读素材中，图画是文字的解释，但对于绘本来说

却不是如此，一本优秀的图画书是由艺术、文字、教育三者独特完美的组成④。 

台湾地区也比较重视绘本在教育中的作用，该地区的领军人物郝广才表明：“绘

本”可看成一本独特的书，其表达方式与传统书籍有很大不同，以图画代替文字进行

对故事的表述，也可说其中的图画是故事的主体 ⑤。由此看出，郝广才先生对图画在

绘本中的作用更重视。 

该领域的另一学者何三本认为如果绘本中加入的图画只起到辅助文字解释的作

用，以插图形式的阅读素材不能被称为绘本。真正的绘本应是文字与图画间彼此统

                                                             
① 
黄瑾.社会建构理论视野中的幼儿园数学活动个案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 

②
 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儿童文学的乐趣.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 

③
 松居直.我的绘本论.日本，上海人民关术出版社.2009. 

④
 转引自李倩.绘声绘色，畅游绘本--浅析绘本阅读对于幼儿教育的价值.教育教学论坛，2012(5). 

⑤ 郝广才.好绘本如何好.台北，格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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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达到某种完整性①。 

上述各学者对绘本的定义可以看出，绘本是由文字与图画结合而成或者完全由

图画组成的书籍。在绘本中，以图画为主导，文字为辅助，图画与文字是绘本最基

本的组成元素，因此两者之间缺一不可，只看文字或者图片都不能完整体现绘本的

精髓。 

 (2)绘本价值的相关研究 

欧美对绘本的学术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不少相关的权威性论著。随

着绘本文化的不断发展有关绘本的研究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既有对绘本的一些总

结性研究，也有对绘本潜在价值的探索②。 

凯瑟琳 L·弗莱指出绘本教育有利于幼儿语言、阅读能力的提升，而且还可培养

幼儿的文学素养③。松居直先生认为绘本对幼儿审美能力、想象力等方面的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④。Wendy 也对绘本的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绘本中插入的图画以及故

事情节、人物场景有利于激发幼儿的探索能力与探究精神⑤。 

随着绘本在我国的盛行，我国幼儿的发展也逐步受到绘本的影响，国内众多研

究者将目光转移到绘本教育，绘本教育存在的潜在价值逐渐显现出来。我国绘本教

育研究者林敏宜在对绘本教育进行研究后，认为其拥有以下特点：（1）儿童性；（2）

趣味性；（3）艺术性；（4）教育性；（5）传达性。即绘本教育应符合现今儿童认知

发展规律，且能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在学习知识的

同时提升自身认知水平，并在个性、道德、生活等方面收到一定感染与启发。此外，

绘本要通过图片配合文字的形式传达主题，让幼儿体验文字图片的设计与安排上的

乐趣⑥。 

康长运认为，幼儿通过阅读绘本可以提升自身认知水平、阅读技巧，并培养语

言表达能力，丰富情感体验，帮助思维建设以及提升想象力与审美能力⑦。  

因此将绘本作为幼儿阅读材料对幼儿诸多方面产生正面影响，不仅可提升其自

身的认知能力与语言能力，还可帮助其丰富情感，提升综合素质。绘本所具有的教育性

                                                             
①

 何三本，幼儿故事学.台北，五南出版社，1998. 
②

 苏书巧.幼儿园中大班教师绘本教学的现状及策略研究.2012(4) 
③

 Kathryn L. Fletcher，Elaine Reese.picture book reading with young children: A concept framework Developmental 
Review,2005,(25):64-103. 

④
 [日]松居直.我的绘本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⑤
 Wendy Mo. Smith-D'Arezzo.Susan Thompson .Topics of Stress and Abuse in Picture Books for Children.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2006(08). 
⑥

 林敏宜.绘本的欣赏与应用.台北，心理出版社，2000. 
⑦

 康长运.图画故事书与学前儿童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4: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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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获得了众多学者的认可，对幼儿发展中的多种正向影响也充分显示了绘本的教育性。 

2.绘本应用于幼儿园数学教学的相关研究 

目前对绘本在数学教育领域的应用进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

对绘本教学在幼儿数学教育中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二是对数学绘本的分析及选取

标准的研究；三是绘本融入幼儿园数学教育的策略研究。 

（1）绘本对于幼儿数学学习影响的相关研究 

Tucker 认为，在教学中使用绘本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想象力，进而使幼儿主

动学习。研究表明，在学习数学时通过阅读图画书可在一定范围缓解儿童对数学的

焦虑和消极态度，增强他们的自信心①。 

Jane B.Keat 和 Jane M.Wilburne 在研究绘本教学如何影响幼儿数学学习时，将三

名幼儿园数学教师作为研究对象，该次研究结果表明，在幼儿数学教学中国引入图

画书能提升幼儿学习数学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学生学习成绩，达到预期教学效果②。 

张天慈也对绘本教学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图画书进行数学教学

可以提升学生对数字的敏感度，进而达到预期教学目的③。 

（2）对数学绘本的分析及选取标准的研究 

国外学者 Welchman- Tischler 提出选择数学教学绘本时应遵循以下原则：（1）

所选绘本素材应与教学内容相契合；（2）通过绘本素材可对教学活动进行延伸；（3）

绘本教学应适合目前幼儿教育的教学方式  

Schiro 将绘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制定了绘本应用于数学教育的具体标准，这些

标准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1)所选绘本素材内容必须正确但不能太多、能够有效地

呈现且值得学习、能够与读者的心智发展相适宜；(2)所选择的的绘本素材应具有一

定的故事情节，且该故事情节应与数学教育相符合，进而帮助幼儿应用数学、转化

数学。  

Whitin&Whitinn 提出一本优秀的数学绘本应具有以下特点：包含数学概念，且

概念正确，呈现的方式自然可信；各年龄层读者能对数学内容有多样的回应；语言

优美、图画能引起读者共鸣，让读者有进一步探索的欲望。 

钟静对现今市场上的绘本进行研究与总结，指出一本符合研究的绘本应具备以

下几方面的特质：插入的图画能吸引读者阅读下去；图画内容适当，并包含正确的

                                                             
①

 Tucker, C., Boggan, M.,& Harper, S. (2010). Us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to teach mathematics. Reading Improvement, 
47(3). 

②
 茅懋.绘本及其运用于学前数学活动的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③
 张天慈.绘本对幼儿算术几何概念学习成效之研究.“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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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内容；数学概念符合幼儿认知发展；故事情节与数学概念相一致。  

（3）运用绘本进行幼儿园数学教育的策略的研究 

曹英杰认为，开展数学教学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选取合适的教学绘本，

在选取会本时应将包含数学元素的绘本作为选择对象。通过绘本素材与现金教学资

源的整合来达到“玩中学，学中玩”的教学效果①。 

朱兰珍在《绘本在大班幼儿数学活动中的有效运用》中指出，教师在实际上课

过程中应将充分发挥绘本中所蕴含的情境，为将各种情境充分发挥出来，教师在上

课前应设计好教学作用问题情境，引导幼儿主动思考；并设置思考线索，与数学教

学游戏，让学生在玩游戏的同时学习数学知识②。 

周燕在《看绘本，学数学》里提出教师应深入了解绘本中的数学概念与数学元

素，依据绘本中所涉及到的数学知识设置教学目标。在设计教学环节时应根据 教学

目标进行，围绕故事情节或数学问题开展，在设计教学环节时应根据实际情况情况

对教学活动进行调整，此外还应在幼儿已掌握的知识上选取教学素材，一般来讲素

材的选取应来源故事、生活或幼儿本身③。 

娄文瑶也对绘本在数学教学活动中的运用做了研究，她认为，教师在使用绘本

进行教学时，应提前熟悉绘本素材中内容，找出其中蕴含的教学元素，并将教学元

素进行整合成相应的数学概念来细化教学目标。教师可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的特点

对同一本绘本制定不同的目标。幼儿园课程整合可以以数学绘本为媒介来进行，同

时在活动中注意引导幼儿将从绘本中习得的数学经验迁移到生活实践中④。 

 1.2.3 已有研究启示与不足 

研究者在开展本研究之前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国内

外对绘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绘本图文关系以及绘本所蕴含的教育价值等方面，通过

前人的研究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前人对绘本在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也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已有学者对应用绘本开展幼儿数学进行了研究，但相对来说，研究深度与

广度还不够充分，且目前绘本融入幼儿教学也存在较多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目前对绘本应用于数学教学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该种教学方式价值的探

                                                             
①

 曹英杰.绘本，让数学活动更加生动有趣.考试周刊，2012, 58:193 
②

 朱兰珍.绘本在大班幼儿数学活动中的有效运用—例谈《公主驾到》绘本教学的指导策略.小学科学(教师论坛)，

2012, 10:148. 
③

 周燕.看绘本，学数学.早期教育(教师版)，2012, Z1:93. 
④

 娄文瑶.浅谈绘本在幼儿园数学教学活动中的运用.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3, 0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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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以及价值验证方面，但对绘本应用于数学教学的研究还未能深入，只停留在浅表，

针对具体实践教学所总结出的经验也比较零碎，不具备较大参考价值。 对目前绘本

应用于数学教学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总结，将本研究的研究重点定为如何将绘本应用

于幼儿园大班教学中，对教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解析，并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幼儿园大班数学教学的教学方案，探索组织实施方案的方法和策略。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3.1 研究目的 

作为教学资源的绘本应用于学前数学教育实际教学过程中，幼儿教师如何有效

地运用绘本开展数学教学、在实践教育教学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成为困扰广大幼

儿教师的一个问题，本研究采用行动研究为方法主线，以运城市某幼儿园大班为研

究对象，旨在通过幼儿园教学实践中的行动与反思，找出教学中存在问题，并针对

实际情况与存在为问题设计适合幼儿园大班教师运用绘本进行数学教学活动的方

案，探索组织实施方案的方法和策略。 

1.3.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研究幼儿园应用绘本进行数学教学实例，总结归纳出目前我国幼儿

数学教学现状，以及存在的教学问题和解决该问题的对策，探寻绘本在数学领域中

的教育效能，丰富相关的教育理论，为实践中的绘本数学教学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实践意义：从幼儿的发展来看，学前幼儿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对于理解具有

抽象、概括特点的数学内容来说，应用绘本进行数学教学具有现实意义。 

从教师角度来看，本文通过研究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用绘本进行数学教

学”的教学方法和组织策略，为绘本在幼儿园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一定支持。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希望本研究能够引起人们对于数学绘本的关注，并在当今

多元文化社会中不断探索对数学绘本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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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设计 

2.1 研究内容 

本研究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适合大班幼儿数学教学活动的绘本的

选取；第二，怎样设计适合幼儿园运用数学绘本进行教学活动的方案；第三，有效

开展数学教学活动的方法和策略。 

2.2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选取运城市某附属幼儿园一个大班为研究班级，研究者前期在该班级

进行全岗实践活动对班级里的 29 名幼儿有一定了解，与该班级的两名专职教师和一

名生活教师也比较熟悉，便于开展数学集体活动。 

2.3 研究方法 

2.3.1 行动研究法 

《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指出：行动研究法是一种探索性的研

究方法，以总目标为指导的适应于小范围的教育改革。在总目标的带领下开展一系

列研究活动，例如经历预诊、提出问题、收集信息、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计划，

实施计划、对成果进行评价总结并决定是否实施再诊断等。行动研究是以多重反馈

循环体系来解决教学实践中的问题①。 

本研究选用行动研究法，研究者与研究班级的教师共同合作进行研究，针对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实际工作情境相结合，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提升教学质量。在研究

期间，研究者根据幼儿园大班数学实际教学内容，进行绘本的选择；并根据教学目

标与绘本内容制定教学方案；根据教学方案开展教学活动，在课后对教学过程进行

反思，并适当调整教学方案。  

2.3.2 行动研究的主体 

1.研究者 

研究者本身就是行动研究的主要研究工具，研究者不仅仅担任研究工作，还扮

演施教者身份，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搜集相关资料，并针对教学目标设计教学活动，

在开展教学活动后进行教学反思，不断调整教学方案，达到预期教学目的。 综上所

                                                             
①

 王坚红.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北京，人们教育出版社,2011, 1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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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研究者自我定位为：  

(1)教学内容和绘本的挑选者 

根据研究需要，研究者根据实际教学挑选 3 个教学内容，所挑选的教学内容将

作为设计教学活动的来源。3 个教学活动为模式、数字的合成与分解、记忆游戏，挑

选出来的与之适合的绘本为《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十个人快乐大搬家》、《123，

To the Zoo》。  

(2)绘本的教学者 

研究者根据教学内容和选定的绘本来设计教学活动，并在实践班级开展数学绘

本集体教学活动。 

(3)观察者与反思者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既充当教学活动的设计者与实施者，也同时扮演该过程的观

察者与反思者，研究人员在实施活动的过程中，应实时观察幼儿的课堂反应，必要

时可通过观看上课录像来观察分析教师与幼儿的行为。在教学活动进行后研究者还

应对该次教学活动进行反思，接受合作教师提出的意见与反馈， 不断调整教学活动。  

(4)资料的搜集与分析者 

对于研究者来说资料收集与实施教学活动同样重要，收集相关资料并进行整理

也是研究者应做的工作，此外研究者还应对收集来的资料进行深入分析。  

2.合作教师 

本研究所采用的行动探究法的研究模式为合作模式，因此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与 W 教师合作进行，合作教师 W 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与幼教理论基础，能够为研

究者的教学活动的设计及实施提出有效的建议。 

2.4 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大班幼儿，研究方法为行动研究，通过深入幼儿园开展教

学实践活动来发现教学活动中的问题，并不断进行反思和改进，取得研究结果。最

后提出研究结论与教学建议，本研究的研究过程如下图所示：（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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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研究的准备阶段(2017 年 6 月—9 月) 

1.论文选题与文献查阅 

研究者一直从事早期教育相关职业，生活中对幼儿文学与绘本的兴趣较浓厚，

在亲子共读的过程中发现孩子在 5、6 岁时对数学绘本比较感兴趣并且一些较抽象难

懂的数学概念也能通过绘本故事很快理解，萌生了用绘本来开展数学教学活动的想

法并查阅了相关研究资料，在咨询导师意见后将研究题目确定为“绘本在幼儿园大班

数学教学中应用的行动研究”。 

2.促成行动研究的合作共同体 

通过前期搜集资料与阅读文献确定研究方向后选取研究对象，该研究的研究对

象为运城市某附属幼儿园的大（1）班，并在征得教师与家长的同意后，将该幼儿园

作为本研究的合作幼儿园。研究者最初进入该幼儿园后应熟悉幼儿并进行第一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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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与合作教师沟通交流，了解研究班级幼儿数学认知的现有水平以及教师进行数

学教学的常用方法，初步制定行动总体计划。 

2.4.2研究的实施阶段(2017 年 10 月一 2018 年 3 月) 

1.设计具体活动方案 

制定总体计划后，研究者与合作教师进一步探讨，制定本研究的第一个具体计

划，即确定教学的数学概念，选择合适的数学绘本，并设计教学活动方案。 

2.实施教学活动方案 

在前期对幼儿进行观察与了解之后，研究者根据幼儿园的实际教学情况和幼儿

自身掌握知识情况制定教学活动，并选择合适时机开展教学活动，合作的老师主要

负责录像与观察工作，并记录观察结果。研究者进行参与式观察，主要观察幼儿在

开展教学活动前、中、后的言行，并对幼儿进行访谈，记录观察内容与访谈心得。  

一般来讲，行动计划具有灵活性特点，因此我们在执行教学计划时应该边执行、

边评价、边修改。在实施教学计划的过程中还应收集反馈信息，若收集到的信息与

预期相同则可进入下阶段的教学计划与行动，若反馈信息与预期结果又很大不同，

则需要对教学计划进行修整。  

3.资料搜集 

研究者在活动结束后，及时撰写研究日志和整理视频录像，与合作教师对活动

中教师教学行为和幼儿学习反应等进行讨论，及时发现问题获得反馈。研究者对教

学活动的录像以及记录等资料进行分析，对幼儿作品进行详细考察，并分析与合作

教师的讨论资料，对课堂教学观察日志，以及与幼儿或家长的访谈内容等其他资料

进行分析与讨论，不断修整教学计划，不断改进目前教学方法。   

4.活动反思与改进 

研究者在行动结束后及时对教学活动的组织、引导等教学行为和幼儿的反应和

以及课堂表现等进行反思，根据已有的资料和再次搜集来的资料分析教学活动，并

对已经制定的教学活动方案进行改动。通过制定合理的教学活动方案来对行动过程

和行动结果做出有效评价，对在教学活动中出现的想象做出相应的解释，从中找出

计划与结果不一致的原因，进而有效的修整教学计划，形成基本设想、总体计划、

制定并顺利实施下一步计划的循环体系①。  

                                                             
①

 郑金州.行动研究指导.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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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研究的总结阶段:将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整理成文字(2018 年 4 月—9 月) 

1.相关教学资料的搜集与分析:综上所述，本研究搜集的资料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者与合作教师的访谈记录；（2）日常教学互动的录像；（3）教师观察班级

学生的日志；（4）研究者在实施教学活动后进行的反思以及研究者与幼儿进行访谈

的录音。本阶段主要任务是对以上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  

2.撰写论文:将已经实施过的行动计划进行整理，并梳理行动计划的实施全过程，

分析该行动计划对幼儿的影响，与之前搜集到的资料相结合，撰写研究论文与研究

结论，并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  

在研究的实施阶段每次活动都分为设计具体活动方案—实施活动方案—资料搜

集—活动反思与活动改进，上述几个环节在实施过程中成螺旋式循环，上个循环与

下个循环相连接，一环扣一环。具体见研究架构图（图 2）

图 2.2  研究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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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应用绘本进行数学集体教学活动的行动过程 

在深入实践幼儿园大一班一个月后，研究者与大一班的幼儿与教师已相互熟悉

并建立初步的信任感，且对幼儿一日活动流程也比较明了，因此在该阶段可以开始

实施教学活动。因为研究班级共有 29 名幼儿，为了确保绘本教学活动的实施效果，

研究者将班级幼儿分为两个小组分别开展活动，在每一个教学活动中进行两次行动

循环。所以本次行动研究开展了三个集体教学活动，每个活动当中进行了两次行动

循环。在参考《纲要》和《指南》中关于大班数学的教学内容并与合作教师进行探

讨后初步确定数学概念，以下就这个数学概念展开行动循环。 

案例一：集体教学活动—10 的组成与分解的行动研究 

（一）教学内容分析 

大班幼儿数概念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数的组成与分解。《指南》数学认知

目标中，对 5-6 岁幼儿的要求是能借助实际情景和操作（合并或拿取）理解加和减的

实际意义①。 

通过实践与观察，实践班级的幼儿已有初步的对数的分解、组成的理解，但是

数组成的互相交换的规律以及递增、递减规律的理解与把握还有一定的难度。根据

实践班级幼儿的实际情况，与合作教师讨论后将本节内容选定为《10 的组成与分解》 

以下是我与 W 老师研讨的部分内容： 

Y：W 老师，您觉得选取《10 的组成与分解》进行大班的绘本集体教学活动合

适吗？ 

W：数的组成与分解大班数概念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运用绘本进行集体教

学完全可以。《10 的组成与分解》是在前面学习 2-9 的组成与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

幼儿对数的组成与分解已有一定基础，这节课的重难点应该是让幼儿在已经了解数

字的分解与组成后，引导其掌握数字组成的规律。  

Y：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绘本故事的基础上先让幼儿尝试进行 10 的分解，让幼

儿通过自主探索来发现数组成的规律。 

W：你的思路是是正确的的，可以尝试备课看看。 

（二）绘本的选取 

研究者初步选取了两本绘本，《十个人快乐大搬家》和《卷发婚礼》。本次教学

                                                             
①
李季湄，冯晓霞.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解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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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在幼儿学习 1-9 的组成与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与合作教师讨论后，决定选

取《十个人快乐大搬家》绘本进行教学。因为这本绘本的内容贴合幼儿生活，生动

有趣；传达的数学概念精准，逐步建立数的增减恒等概念；有利于开展延伸或拓展

活动。 

在进行研究中与 W 老师进行了深入讨论，下面是部分讨论内容：  

Y：W 老师，您觉得运用哪一本绘本进行《10 的组成与分解》集体教学活动较

合适？ 

W：我觉得这两本书都很好，这个《卷发婚礼》内容新颖有趣，大猩猩要结婚

了，大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参加，狮子一共 10 个卷发棒，怎么借给别的小动物呢？

这个故事情节和大班幼儿的审美敏感期与社会性敏感期挺贴合的。《10 个人快乐大搬

家》也挺好的，10 个小朋友要从一个大房子搬到另一个大房子怎么搬？绘本中没有

过多的文字，主要靠孩子的观察，锻炼了孩子的观察能力；而且这个小窗户的设计

好像还能再进行课后的延伸活动。 

Y：嗯，我也觉得这两本书都挺好的，现在就看那本更符合咱们的教学目标和本

班孩子的认知水平。 

W：咱们的教学内容是建立在幼儿学习 1-9 的组成与分解的基础来实施教学活动

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幼儿发现并掌握数字组成的递增递减以及交换的规律。 从

这点来说《10 个人快乐大搬家》可能更合适一点。这个形式和我们以前教学中运用

的教具送小棒回家有点相似，孩子运用起来可能更适应。 

Y：好的，那咱们就选定《10 个人快乐大搬家》这本绘本吧。 

（三）绘本的内容概况与呈现方式 

绘本《十个人快乐大搬家》是日本著名绘本大师安野光雅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两栋美丽的房子，10 个不同形态的幼儿，彩色外景和黑白内景既和谐交织又对比鲜

明，和日常生活场景一样的的物品摆放，还有开天窗的变化……本文所有内容都是

围绕数合成与分解进行，在数量的增减变化中让幼儿体会“恒等”，“变中有不变”的思

想也渗透其中，“天窗”的变换，色彩的搭配，延长了孩子的关注时间，激发了幼儿

的探究欲。 

在实施活动时，研究者先讲述故事提出问题，请幼儿操作帮助 10 个小人搬家，

做出不同的方法并记录，教师进行阶段性总结。在活动最后，教师根据本节课的课

堂教学活动以及绘本内容设计延伸活动。该次教学活动所使用绘本的封面如下所示：  

研究者将绘本扫描成图片，制作 ppt，教学活动中在大一班的电视上播放，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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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图片边总结规律。 

 

 

（四）第一个行动循环： 

1.活动目标 

（1）复习 9 的分解与组合； 

（2）通过幼儿的实际操作，学习 10 的分解和组合； 

（3）帮助幼儿了解数的组成规律，以及数字间递增递减或交换的规律。为学习

加减法打基础。 

2.活动准备： 

《十个人快乐大搬家》PPT,房子的图片，10 个小人图片的材料包，操作记录

单，数字卡片 

3.活动过程 

（1）游戏导入复习 9 的分解与组成，引起幼儿兴趣。 

 大一班的幼儿已有数的分解与组成的前期经验，研究者尝试以游戏导入来引起幼

儿兴趣。研究者带来鼓，请幼儿把自己的桌面当成鼓面，小手变成鼓槌，听指令来

敲一敲。 

师：我的大鼓敲1声，“咚” 

幼：我的大鼓敲8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 

幼儿的参与热情很高，研究者趁机对幼儿的听指令做动作和倾听再做要求与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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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绘本故事引入情景，激发幼儿操作热情。 

师：在一栋房子里，住着好多的小娃娃，他们就像我们大一班的小朋友一样每

天都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出示图片）大家来看看都有哪些小娃娃？数一数共有几

个？ 

幼：10 个娃娃 

师：有一天，他们要搬家了，搬到一个新房子里去，大家别提多开心了。可是

问题出现了，每个娃娃的东西都很多，他自己一个人搬不了，怎么办呢？我们帮他

们想想办法吧。 

幼 1：他们可以请好朋友帮忙。 

师：嗯，请好朋友帮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我们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可以

寻求别人的帮忙。 

幼 2：老师，他们可以来我们班，我给他们搬。 

师:很棒，我们小朋友都是乐于助人的小朋友，等会娃娃们搬家的时候大家一定

要帮忙哦。故事里的娃娃们觉得如果 10 个人一起搬那得好多人帮忙，而且大家的东

西也特别容易混乱。那怎么办呢？ 

幼 3：老师，他们可以先搬 5 个，5 个帮忙。 

师：佳怡说得是个好办法。可以分两次搬家，先把 5 个小朋友搬到 2 号房子

去，再把剩下的 5 个小朋友搬过去。你还有不同的搬家办法吗？ 

幼 4：可以分 3 次 

师：是的，也可以分 3 次来搬。那到底分几次搬呢？最后故事里的小朋友商量

以后决定分 2 次搬。10 个小朋友要分两次来搬家，你来帮娃娃们找一找如果分两次

来搬家，都有哪些搬家办法？看一看谁找出的办法最多。 

（3）发放材料，幼儿动手操作 

在开展活动前给每位幼儿发放操作材料，请幼儿把 10 张小人卡片摆一摆放在两

个家里来探索 10 的多种分法，帮助图中小朋友们做出不同的搬家办法并记录在练习

本上。 

幼儿开始操作后，研究者在教室巡回指导，对幼儿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与指

导，比如幼儿操作材料掉落，不按规则摆放，操作材料的放置等进行干预和提醒。 

幼 1：怎么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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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10 个小朋友要分 2 次来搬家，那我们让没搬的小朋友先住 1 号房子，搬了

的小朋友住 2 号房子，你可以把你的 10 个小人卡片分别摆放到 2 个房子里，看一看

10 能分成几和几。 

 

 

 

幼 2：老师，我分好了。 

师：嗯，你找到了 1 种分法，你可以看看还有其他的分法吗。 

幼儿操作结束，请幼儿将自己的操作材料收好，通过提问缕清思路引发幼儿思

考，提问：你找出了几种分法。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分的？ 

幼 1：我找到了 3 种分法，我就摆一摆就知道了。 

师：嗯，不错，那你可以探索一下还有其他分法吗？ 

幼 2：我找到了 7 种分法，我是找出 3 和 7，然后就知道 7 和 3。 

师：嗯，你是用交换法来分的，所以很快就找到了 7 种分法。 

幼 3：我找到了 9 种分法，我是先摆 1 个，再摆 2 个，再摆 3 个...... 

师：很棒，你是用递增递减法来搬家，所以你一个也没掉，把 10 的 9 种分法都

写出来了。 

（4）观看绘本《10 个人快乐大搬家》，总结数学规律。 

观看绘本引导幼儿总结书中小朋友搬家的不同方法，引导幼儿观察 10 的分解

式，发现并总结 10 以内数分解组成的规律：例如把一个数分成两部分，如果一部分

增加 1，另外一部分就减少个 1，即递增递减规律；找出 10 的一种分法以后，交换

一下就能得到另一种分法，这是交换规律。 

给幼儿展示绘本《十个人快乐大搬家》并将其投放到图书角请幼儿课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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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游戏活动“找朋友”，巩固练习。 

游戏规则：教师给每个幼儿发放一张数字卡片，教师发布开始指令后以最快速

度寻找和自己卡片上数字合起来是 10 的小朋友并向教师示意。 

 

    

4.第一个行动循环后的分析反思 

a.活动目标设置要结合绘本内容，具体可量化。 

第一次活动实施后，通过与合作教师的讨论了解到，目标 1“复习 9 的分解与组

合”，在实施过程中以游戏敲鼓合成 9 导入来引发幼儿兴趣，但是因为这个游戏幼儿

事先没有接触过，整个过程中幼儿比较兴奋，导致教师一直在强调规则，下一环节

开始后很多幼儿还沉浸在游戏环节，时不时敲一敲桌子；另一方面游戏时间较长，

对于后面的操作环节和绘本阅读环节来说时间不足，需要控制时间。经过讨论决定

对目标 1 进行了调整，并把导入部分的游戏做成课后延伸活动以游戏来巩固课堂教

学。其次，目标 2“通过幼儿的实际操作，学习 10 的分解和组合”不够具体、合理，

所以改为“引导幼儿动手操作实物，感知 10 的分解和组成，了解 10 的 9 种分法”。

最后，绘本图文结合的特点是在教学设计中一定不能忽略的，在本次数学活动中教

师需注意营造情境，让幼儿在情境中通过实物操作来探索 10 的不同分法，然后通过

观察图片来总结规律，对与幼儿的观察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都是有所要求的。 

b.开放式提问能充分调动幼儿的想象能力 

活动过程中教师利用幼儿乐于助人的心理，运用开放式提问：“10 个小娃娃要

搬新家东西多搬不了怎么办？”“你来帮娃娃们找一找如果分两次来搬家，都有哪些

搬家方法？”请幼儿来帮小朋友们搬一搬家，找找其他不同的方法，有意识引导幼

儿主动用多种方法探索答案，真正地会观察、会分析。 

c.设定具有探索性的教学活动，提升幼儿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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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性操作活动是教学过程围绕某个数学活动展开，使儿童通过观察事物或摆

弄图片来探究数字间的内在规律，提升其思维水平。在本次活动中向幼儿提供材料

包，让幼儿通过不断摆放小人图片来获得 10 的 9 种分解方法。 

在本次活动中教师没有提前让幼儿明确操作材料的使用方法，导致个别幼儿拿

到操作材料后无从下手，无所事事；还有些幼儿操作材料和记录本摆放位置不合

理，影响操作进程。在下次活动中操作开始前教师需通过示范、演示等方法向幼儿

展示操作材料的使用方法，并给幼儿发放操作记录单以便操作环节更好的进行。 

d.“找朋友”游戏结束，让活动更游戏化，生活化 

在幼儿操作体验 10 的分解与合成的过程中，巩固练习是很重要的。在操作环节

幼儿进行了 10 的分解，结束部分的通过游戏“找朋友”让幼儿进行 10 的合成。这个

逆向思维的设计可以检验幼儿有没有真正掌握 10 的合成与分解概念，让没有掌握的

幼儿在与同伴的交流和教师的指导下进一步理解 10 的合成与分解。同时游戏活动也

让本次教学在愉悦的氛围中结束，让幼儿感受到数学活动的有趣，建议加上音乐就

更好了。 

（五）第二次行动循环： 

1. 针对第一个循环活动进行的反思与改进  

针对第一次幼儿集体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者做出适当的调整，将活动目标

修改成以下几方面： 

（1）引导幼儿动手操作，进而感知 10 的分解组成，了解 10 的 9 种分法； 

（2）在感知数的组成与分解的基础上，掌握数组成的递增、递减规律和互相交

换的规律； 

（3）提升幼儿观察和分析的能力，在情境中体验学习数学的快乐。 

在活动设计上将游戏导入环节删掉，调整为通过讲述绘本来创设情景吸引幼儿

进入教学活动。将导入环节的内容稍作改编作为下午游戏活动的内容来进行。同时

在操作环节加上教师的演示，让幼儿在明确操作目的和方法的基础上来探寻解决问

题的不同方法。 

2.活动过程 

（1）绘本故事引入情景，激发幼儿活动兴趣。 

研究者出示 PPT 图片，向幼儿介绍故事的主人公。 

师：今天老师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好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出示图片）咦，

有一栋漂亮的房子里，房子里住着谁呢？住着好多的小娃娃，他们就像我们大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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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朋友一样每天都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出示图片）大家来看看都有哪些小娃娃？

来数一数! 

    （2）设置问题情景，教师示范操作 

师： 10 个小娃娃要分两次来搬家，你来帮娃娃们找一找如果分两次来搬家，都

有哪些搬家方法？看一看谁找出的方法最多。 

幼：可以让一楼的娃娃先搬过去。 

师：你是觉得一楼的娃娃搬着比较方便吗？一楼有几个娃娃？ 

幼：3 个 

师：好，我们把一楼的 3 个娃娃先搬到新房子（教师操作）。这个时候原来的房

子里还有几个娃娃？ 

幼：7 个 

师：那我们可以记录：10 能分成 7 和 3。这是萱萱帮娃娃找到的搬家方法，你

们还能找到其他不同的搬家方法吗？新新你来说一说。 

幼：先搬 5 个 

师：那你上来给娃娃们搬一搬，操作记录单上可以怎么填呀？嗯，10 能分成 5

和 5。 

师：10 个小娃娃要分两次来搬家，谁还有不同的搬法？看来大家都有不同的方

法来帮娃娃搬家，那我要发放操作材料，请你找一找到底有多少种搬家方法。小朋

友们要向我一样把你的操作材料放在左侧，记录单放在右侧。 

（3）发放材料，幼儿动手操作 

幼儿操作时研究者巡回指导，发现这组幼儿的操作水平明显提升，没有再出现

不清楚操作目的和操作方法的情况，但是操作材料的摆放还有个别幼儿不正确，在

教师的提醒下也很快的调整了。印制好的操作记录单为幼儿的操作记录提供了便利，

同时能引导幼儿不断探索不同的分解方法，从最后回收的操作记录单上可以观察到

本组幼儿探索的分解式整体比上一组幼儿多。在操作记录单上设计了 10 个分解式填

空也能引起幼儿的思考，最后得出 10 的分解式只有 9 个。 

（4）观看绘本《10 个人快乐大搬家》，总结数学规律。 

本次环节和上一次环节类似，研究者通过提问来归纳总结递增递减规律和交换

规律。这里不再加以赘述。 

（5）配乐游戏“找朋友”，巩固练习。 

游戏规则：以音乐的播放和停止为指令，请幼儿听到音乐后找出和自己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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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卡片合起来是 10 的小朋友，并在音乐结束时举起手向老师示意。 

通过音乐的播放和停止来给活动发放指令，整个活动更加的有序。 

（6）延伸活动：游戏活动“我的小鼓敲一敲”，复习巩固 

集体活动结束后，研究者利用下午的游戏时间带领幼儿一起进行“我的小鼓敲一

敲”游戏活动，对数的合成与分解进行复习与巩固，让幼儿充分体验游戏的乐趣。 

（六）活动分析与反思 

在本次案例中，以绘本故事引入操作，并作为操作结束后帮助幼儿理清思路总

结数学规律。结合第一次活动，通过对实际课堂进行观察以及观看课后教学视频记

录等方式对该次教学活动提出意见与反馈： 

    （1）选择适当的导入方式来开展活动。 

    集体教学中的导入方式多种多样，选择适宜的导入方式来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

探索欲是比较重要的。相较与第一次活动游戏导入的新奇有趣，研究者感觉运用故

事导入更适合本次游戏，既不会让幼儿过于兴奋，又能激发幼儿的探究欲，为后面

的操作环节留下更多时间。从活动效果来看绘本故事导入比较适合本次活动。 

（2）教师应有目的的提问，注重提问的方式。 

有目的的提问方式可以增加提问的有效性。讲述绘本故事之前开放式的提问“10

个娃娃要搬新家东西多搬不了怎么办？”“你来帮娃娃们找一找如果分两次来搬家，

都有哪些搬家方法？”充分调动幼儿的想象能力，让幼儿愿意操作。教师要适时的进

行提问，有目的的分层次的引导幼儿总结方法，最后老师要总结并引导幼儿说出递

增递减法和交换法的优点。这种递进式的提问方式可以培养幼儿思维的逻辑性。 

 “我们刚才用了 9 种不同的方法帮小朋友搬家，并且发现运用交换法解答速度

比较快，运用递增递减法不容易遗漏，现在我们来看看故事里的小朋友是不是也用

了你找的方法？他们是采取了什么规律？”这种预测式的提问推动了课程的进行，活

动中发现幼儿会迫不及待地想往下看，去验证是不是用自己的方法进行的，提高了

幼儿的兴趣。  

（3）教师应注意操作常规，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教师在操作前应注意强调操作常规，操作前准备什么、操作时注意什么、操作

结束后该干什么应在发放操作材料前讲清楚。在幼儿的操作环节中教师应巡视全场，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比如刚开始操作时个别幼儿不理解操作内容和方法、操作过程

中材料以及记录单的摆放位置不合理、记录单的书写规范及有的幼儿只找出一个分

解式就停止操作等问题，教师要注意观察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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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据教学需要，合理删减整合绘本内容  

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对数学核心概念的理解水平也不一样，教师在设计活动时

一定要注意。利用绘本进行数学教学是目前一种新型教学方式，在教学设计时教师

不仅要充分了解绘本内容，还应了解幼儿的认知水平，在不改变绘本原意的情况下

实施教学活动，使得活动在幼儿已有的经验与最近发展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而

使得使得教学活动扎实有效。 

另一方面，绘本中的图画可能蕴含较多数学内容或核心概念，因此在将该绘本

作为教学素材时应处理好其中的图画、文本与数学核心概念间的关系。在实际进行

教学活动时，教师可根据活动需要对绘本内容进行改编，删除其中与数学教学无关

的主体，减少对教学的干扰，进而使得绘本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绘本《十个人快

乐大搬家》的不仅蕴含 10 的分解和组成这个概念，把每一页单独列出来又蕴含另一

个数学概念，根据本次教学内容，为了让学生能更好的学习 10 的 9 个分解式，研究

者把绘本后面的内容做了删减。 

案例二：集体教学活动—记忆游戏的行动研究 

（一）教学内容分析 

大班幼儿即将进入小学阶段，因此在这一阶段充分激发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

引导其慢慢理解数学与日常生活中的不可分割关系，帮助幼儿掌握基本数学概念与

操作，为进入小学阶段学习打基础。选取本节内容主要是为了通过参与记忆游戏，

激发幼儿对数学游戏的兴趣，让幼儿能用记忆捕捉事物的名称、动作、位置等，运

用完整的语言表述活动内容。 

（二）绘本的选取 

确定教学内容后，研究者初步选出绘本《123，To the Zoo》和《好饿的毛毛虫》。

在与合作教师商议后选定为《123，To the Zoo》，这是一本无字书，无字绘本的特

点是会引导幼儿看数字和观察图片，有利于幼儿的逻辑能力和观察能力的培养。全

书只有图像与数字，没有任何文字，却能让小朋友自然而然在火车载运动物的过程

中，将数字的概念内化于脑中。有这些色彩缤纷的动物们陪伴，数学也变成了轻松

愉快的旅行！ 

这本书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充满趣味与创意，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发现带给幼

儿无穷的探索乐趣，是班级图书角比较受幼儿喜爱的图书之一。这本绘本用火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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厢的方式呈现，每节车厢里放相应数量的同一种动物，是一种重复记忆；10 节车厢

的编号和车厢上的动物数量刚好又是对应的，非常适合进行记忆游戏。 

（三）绘本的内容概况与呈现方式 

《123 ，To the Zoo》是国际图画书大师 Eric Carle 的作品，每一页都是不同的

动物排列，每翻一页就有不同的视觉与感受。这本书以火车头开始，火车上载满了

各种动物，一只大象、二只河马、三只长颈鹿…如此递增变化，不同的动物数量也

不同。最后，所有的动物被载到动物园，融合在了一起。 

在实施活动时，研究者由幼儿感兴趣的话题导入，引导幼儿进行记忆游戏：动

物捉迷藏。从幼儿熟悉的绘本入手，逐步提升游戏难度，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来总

结记忆方法，最后进行探索活动强化记忆。在本次集体教学活动中，绘本只是作为

记忆游戏的一个小环节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研究者将绘本扫描成图片制作成 ppt，教学活动中在演播厅的投影仪上播放，边

展示图片边请幼儿观察进行记忆游戏。 

 

（四）第一个行动循环： 

1.活动目标 

喜欢参与记忆游戏，体验游戏带来的快乐；培养幼儿的观察力、记忆力、专注

力；能用记忆捕捉事物的名称、动作、位置等，并运用完整的语言表述活动内 容   

2.活动准备： 

绘本《123 ，To the Zoo》，图形积木，盖比教具 

3.活动过程 

（1）针对案例一中集体教学活动反思的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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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绘本教学活动中，研究者没有控制好游戏导入环节的时间，导致整节

课时间过长，在本次活动时特别注意时间的控制。其次，研究者因为实践经验较少，

在教学中出现了教学语言不规范，操作常规没有提前告知等问题在本次活动中也有

特别注意。 

为了让幼儿充分体验记忆游戏的乐趣，本次活动设计以幼儿熟悉的动物绘本展

开记忆游戏，并逐渐过度到图形的记忆，整个活动有集体教学有小组PK，符合大班

幼儿喜欢合作与竞争的心理特点。 

（2）谈话活动，引出主题 

本次活动前教师给幼儿布置家庭作业，请家长和幼儿在家观看热门节目《最强

大脑》，并与幼儿交流过观看感想。发现幼儿对《最强大脑》的节目内容比较喜欢崇

拜，很多幼儿能讲述他喜欢的环节。在这样的前期准备下，本次活动我就以幼儿感

兴趣的节目内容来引出本次活动。 

师：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上次看的最强大脑吗？你记住了里边的谁呀？他参

加什么比赛让你印象深刻？” 

幼1：我喜欢孙亦廷，因为他是小学生。 

师：嗯，孙亦廷确实很棒，他是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小的。 

幼2“我记得有个队长哥哥能记得很多的数字。 

师：哦？说明这个选手的记忆力特别好。 

............ 

幼3：我也想上电视 

师：是吗？大家是不是也想和最强大脑里的选手一样厉害？能记得很多的东

西？今天我们的课程就是关于记忆的，老师相信你们经过练习记忆力也可以很棒哦！ 

让幼儿在自由讲述中，充满激情地进入活动。 

（3）与幼儿一起阅读绘本《123，To the Zoo》，开展记忆游戏活动 

记忆游戏一：捉迷藏 

游戏内容及玩法：一列火车上有十节车厢，每节车厢里有一种动物，仔细观察

十节车厢里的动物，依次观察图片中谁不见了。 

研究者首先展示绘本图片，绘声绘色的与幼儿一起阅读绘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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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嘟嘟，火车来了。火车上有十节车厢，车厢里都有哪些小动物？仔细观察哦！ 

师生：第一节车厢里有一头∙∙∙大象，第二节车厢里有两只河马......第十节车厢里

有十只鸟。 

展示十副图片 

师：给你30秒的时间记忆动物们都在哪里，它的数量是多少？如果你记住了，

请举手示意我。 

展示去掉一种动物的图片  

师：挑战开始了，谁藏起来了？你是如何知道的？ 

幼：长颈鹿 

师：你是用什么方法记忆的？ 

幼1：因为长颈鹿在第三节车厢里，我就知道了。 

师：你记住了长颈鹿是在第三节车厢，你是记住了它的位置所以知道第三节车

厢是长颈鹿。 

幼2：因为第三节车厢里老鼠是做这样的动作（两只手高高举起），其他的车厢

老鼠没有做这样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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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你太棒了，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给你鼓鼓掌，因为只有你观察到了车厢里

有一只很小的老鼠。你关注了细节，你的记忆方法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幼3：因为长颈鹿是三只，其他不是三只。 

师：你是按照数量记忆的，每只动物都有它的数量，真棒！ 

师：我们来验证一下，你的记忆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长颈鹿。 

展示去掉两种动物的图片 

师：小眼睛闭上了，我要加深难度了哦！请观察少了那些动物？ 

幼：河马 

师：再仔细看哦，还有谁？ 

幼：河马和鸟 

师：你怎么知道是河马和鸟的？ 

幼1：因为九条蛇的后面是十只鸟。 

师：九条蛇的后面是十只鸟，还有河马呢？ 

幼1：大象后面是二，所以就有两只河马数量是2 

师：你不仅记住了它的数量还记住了它的位置。很棒！ 

幼2：因为大象的后面是二，所以是两只河马，九的后面是十，就有十只鸟。 

师：嗯，你是按照数字的顺序记忆的，是吗？ 

师：大家是不是都同意他们的答案？我们来验证一下。 

展示去掉三种动物的图片  

师：难度升级了，请看！ 

幼1：第一个是大象，五的后面是六，六的动物是...不记得了 

师:没关系 

幼2：第一节车厢是大象，第六节车厢是鳄鱼，第三节车厢是猴子 

师：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呀？你是怎么记忆的？ 

幼2：因为按数字的顺序记忆，还有耳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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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你的各项感官都调动起来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师：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他的答案。咦？动物们都不见了，你们还能记得它们

吗？从第一个动物开始说一说。 

幼：大象、河马、长颈鹿、狮子、熊、鳄鱼、海狮、猴子、蛇、鸟 

师：太棒了，为自己鼓鼓掌。看一看动物们都藏到哪去了？ 

幼：动物园 

师：因为动物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每个人都想和它们成为朋友，它们也想和

人类做朋友。 

（4）记忆游戏二：图形宝宝不见了 

游戏内容及玩法：观察认知图形，并记忆。 

师：刚才的游戏中，孩子们记住了每一种动物的数量和位置，很棒！敢不敢继

续挑战？ 

总结记忆游戏一中幼儿的记忆方法并给予肯定，给幼儿发出继续挑战的邀请，

挑起幼儿挑战热情。 

第一次游戏：《谁不见了》观察有哪些图形，谁不见了。 

依次展示去掉一种图形，两种图形，三种图形的图片，请幼儿观察缺少哪些图形。 

 

第二次游戏：《图形宝宝来排队》观察图形排列顺序，根据记忆分组有序排列

图形。 

幼儿分组竞赛，各组发放一份图形材料，教师展示图片，请幼儿观察图形宝宝

从左往右的排列顺序，30秒的时间记忆好以后，以小组为单位将记忆的图形按顺序

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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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PK进行两轮，第二次PK中发现第二小组有问题，教师引导幼儿分析问题找

出原因。 

师：你们小组有什么问题？ 

幼1：我记得就是正确的。 

师：那刚才为什么会这样？ 

幼1：都怪嘉佳，刚才他非要这样摆...  

师：作为一个团队不能去埋怨任何人，出现问题大家一起想办法找出原因，大

家一起去解决。 

师：刚才是第一组胜利，恭喜第一组！第二组不要气馁后面的挑战还有很多。

刚才第二组出现问题是因为只有个别记忆没有经过团队的商定。第一组的同学特别

团结，考虑了每个成员的记忆结果和方法，我们向他们学习。 

第三次游戏：《谁藏在第几个盖子下》 

教师将图形排列好，请幼儿记忆后用盖子盖住，教师说出图形名称，孩子快速

找到哪两个盖子下面有这个图形。 

（5）延伸活动 

请幼儿关注记忆生活中与自己的相关事物。例：选择一名小朋友或者教师，观

察他的特征并用语言描述出来，请其他的幼儿猜测他描述的是谁。 

4.第一个行动循环后的分析反思 

在记忆游戏二的《谁藏在第几个盖子下》的环节中，由于教师操作教具较小，

不利于幼儿观察，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部分幼儿游离的现象，研究者决定对这一环

节进行修改，考虑到将数学教学中绘本与其他教学形式的融合，让幼儿充分体验记

忆游戏的乐趣，在合作教师的建议下本次绘本教学设计三次记忆游戏：以幼儿熟悉

的动物绘本展开记忆游戏，并逐渐过度到图形的记忆，然后在延续图形记忆的基础

上引入实物的操作（盖比教具），引导幼儿探索强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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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二个行动循环 

1.针对第一个循环活动反思的改进 

删除记忆游戏二中的第三次游戏，改为实物操作，通过探索活动，强化记忆。 

2.活动过程 

在导入环节和运用绘本开展记忆游戏的环节中研究者没有做过多修改，这里不

再赘述。这里从环节调整处开始记录。 

（1）谈话活动，引出主题 

（2）阅读绘本，开展记忆游戏活动 

（3）记忆游戏二：图形宝宝不见了 

第一次游戏：《谁不见了》 

第二次游戏：《图形宝宝来排队》 

在本环节进行两轮游戏后，研究者给幼儿发放教具，将游戏从图画转向实物操

作。 

（4）探索活动，强化记忆 

请幼儿两两分组运用盖比教具进行竞赛游戏，探索《记忆游戏》新玩法。 

第一次游戏：《我说你找》 

幼儿面对面坐好，将图形无序摆放在操作板上，老师出示数字请幼儿找出相应

几条边的图形。快速找到的幼儿获胜，没找到或者速度较慢着失败。 

  

第二次游戏：《记忆捕捉游戏》 

幼儿面对面坐好，将图形无序摆放在操作板上，老师提出要求“请找到比四边形

多一条边的图形”，请幼儿快速找到。快速找到的幼儿获胜，没找到或者速度较慢者

失败。 

师：游戏结束了，不论是输是赢我们都要尊重对手，现在请小朋友起立，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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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手鞠躬致意。 

幼1：恭喜你，你赢了，我下次一定会努力的。 

幼2：谢谢你，我们一起努力。 

（5）延伸活动 

请幼儿关注记忆生活中与自己的相关事物。例：选择一名小朋友或者教师，观

察他的特征并用语言描述出来，请其他的幼儿猜测他描述的是谁。 

（六）活动分析与反思 

（1）丰富幼儿的前期经验，多途径激发幼儿探究欲 

本次活动前教师给幼儿布置家庭作业，请家长和幼儿在家观看热门节目《最强

大脑》，并与幼儿交流过观看感想。发现幼儿对《最强大脑》的节目内容比较喜欢

崇拜，很多幼儿能讲述他喜欢的环节。在这样的前期准备下，本次活动以幼儿感兴

趣的节目内容来导入，幼儿参与热情高涨，有挑战的激情。建议导入可展示最强大

脑的图片或者视频。 

（2）以游戏的方式进行活动，从易到难层层递进 

幼儿以具体形象为特点，以游戏为主，让幼儿在很愉快的情境中进入学习。本

次活动设计以游戏贯穿全程，从幼儿熟悉的绘本故事进入游戏，让幼儿体验成功的

喜悦，激发进一步挑战的信心。在游戏情景中进入学习，由绘本内容过渡到图形，

再引入盖比教具，每次的兴趣点都不同，整个过程依据幼儿学习的关键经验设计能

抓住重点，层次递进，从个体到集体，有竞争有合作，有利于帮助幼儿积累有关的

数学经验，体现了指南的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实际操作的思想。 

（3）合理整合绘本内容，凸显操作的作用 

操作法是幼儿学习数学的基本方法，但是教师运用绘本教学经常容易忽略操作

的运用。在本次活动中，研究者选取幼儿熟悉的绘本故事并有针对性的进行整合，

直接进入游戏大大减少了讲述绘本的时间，将操作的作用凸现出来，让幼儿通过摆

弄、操作学具，建构数学概念。 

（4）将数学绘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各科教学进行整合 

《纲要》中明确指出：幼儿园各领域内容要有机联系，相互渗透①。大班幼儿通

常已经想成良好的竞争和合作意识，在本次活动中研究者及时抓住幼儿合作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引导，让幼儿建立在团队合作者怎样团结一致解决问题。同时将区域活

动中棋类游戏的规则应用在本环节中，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对输赢的接纳，体现了教

                                                             
①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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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生活化，生活教育化。 

（5）将数学活动通过游戏延续到现实生活 

延伸活动将游戏延续到生活中，请幼儿选择一名小朋友或者教师，观察他的特

征并用语言描述出来，请其他的幼儿猜测他描述的是谁。这样的设计让幼儿将本节

课的内容应用于生活中，原来数学也可以这样有趣。在活动后的自由活动中研究班

级的幼儿又主动要求教师带着再次尝试进行游戏，说明幼儿的好奇心、探究欲还是

比较高的。 

案例三：集体教学活动—模式认知活动的行动研究 

（一）教学内容分析 

模式认知是指个体对物体间内在的规则关系的认识①。著名教育家皮亚杰把数学

知识看成一种逻辑知识，他认为数学与人类认知以及逻辑形成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而且良好的逻辑推理能力是学好数学的关键。分类、排序与模式是幼儿园教学的重

要部分，在《指南》数学目标中，要求 5-6 岁幼儿“能发现和体会到按一定规律排列

的物体比较整齐美观②
”。“事物中所蕴含的规律能通过引导被幼儿主动发现，并切身

体会其中的秩序和美好，并引导幼儿进行对排列规律进行创新” 

研究中与合作教师进行讨论，W 老师认为运用绘本进行大班模式认知教学是可

行的，这种含有某种模式和规律性的活动是培养幼儿数学逻辑思考的一个重要因素，

开展模式活动会使幼儿总体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提高幼儿的预测力和洞察力。W

老师提出大班幼儿已经接触过排序和模式概念，建议研究者适当加大难度。 

（二）绘本的选取 

有关模式和排序的绘本很多，研究者初步选出一下几本绘本，《乱七八糟的魔女

之城》、《花妖精的生日派对》、《爸爸的生日礼物》。研究者在征求合作教师意见后，

选择了绘本《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 

《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是一本充满智慧和创意的绘本，作者将深刻、深远的

哲理蕴含在一些简单、灵动的人物身上，是一本禁得起重复阅读和欣赏的作品。绘

本是以通过规则之城拯救王子为主线，通过一次次的过关，在一路闯关的过程中让

幼儿总结数学概念。从书名中的“乱七八糟”，到整本书都展现出的“规律性”，作者正

是通过故事将典型性的“模式”场景变得连续起来，让人深刻地感受到“规律是美”，“无

                                                             
①
李季湄，冯晓霞.《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解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②
李季湄，冯晓霞.《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解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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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是乱”的思想。 

（三）绘本的内容概况与呈现方式 

世间万物都有一定的规律，《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就是这样一本讲述规律的绘

本，数学知识被巧妙地蕴含在精彩的故事里。绘本讲述了一位公主运用规律的秘诀

顺利救出王子的故事，在故事中通过规律游戏让幼儿知道按照规律摆放物体，整理

物体的重要性，从而将数学排序这一知识拓展到幼儿的生活中，真正起到学以致用。 

在实施活动时，研究者边讲述故事边提出问题，请幼儿进入情境中解救王子发

现物体的摆放规律，并设计操作活动根据规律来创造模式。  

（四）第一个行动循环 

1.活动目标 

（1）观察画面，探索发现画面中的模式； 

（2）尝试模式排序操作体验规律排列的美； 

（3）在数学活动中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推理能力，提高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 

核心内容：同一种模式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表征。  

2.活动准备： 

《乱七八糟的魔女城》课件，大小、颜色不同的串珠，雪花片，腰带，毛球，

魔女披肩，钻石小贴片，皇冠，音乐。 

3.活动过程 

  （1）绘本情景导入，引导幼儿发现模式。 

 师：今天老师要带大家一起进入《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一起看一看魔女之城

里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出示 PPT1） 

师：公主在救王子的路上会遇到什么困难呢？请仔细听！（出示 PPT2 和 3，播

放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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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公主能找到钥匙吗？我们一起来帮公主找钥匙吧。（出示 PPT4，播放录

音）。 

师：刚才大怪树告诉了我们一个关于水果的规律？谁听到了？（出示 PPT5） 

幼 1：钥匙在苹果和梨的树上 

师：是不是这个规律呢？我们再来看一看！ 

幼 2：是苹果、苹果、梨 

师：是几个苹果几个梨？ 

幼：两个苹果一个梨 

师小结：原来这个规律是：两个苹果、一个梨、两个苹果、一个梨。 

师：谁找到这棵树了？它是第几颗？哦，原来是第二颗树，我们一起来看看对

不对？两个苹果、一个梨、两个苹果、一个梨。所以树尖上的这把就是正确的钥

匙。（操作 PPT6） 

（2）结合故事情境，引导幼儿通过观察找出排列规律 

 师：公主找到了钥匙，打开了门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出示

PPT5） 

师：谁来给公主指一条正确的道路呢？ 

幼：就是中间那个路一直走（手指示意）。 

师：你是怎么判断出来这是正确的路？ 

幼：因为这个路是一个粉色、一个蓝色、一个白色 

师：嗯，你是发现了这条路是按照粉色-蓝色-白色的规律排序的，公主是不是

走的这条路呢？我们来看一看（操作 PPT5） 

 师：真棒，我们找到了正确的路。公主继续往前走，又会遇到什么呢？（出示

PPT6） 

 师：猴子被魔女推下来了，谁能帮他们回到原来的位置？ 

 师：我们请一个小朋友把猴子送回去（操作 PPT7） 

师小结：原来猴子的排列规律是：倒立-倒立-转盘子，倒立-倒立-转盘子。 

 师：猴子们给公主指出了正确的路，公主又接着出发了。（出示 PPT8，播放录音） 

 师：糟糕，前面的桥断了公主得走哪座桥呢？ 

 幼 1：最上面的，最上面是一个星星两个月亮 

  师：乐瑶认为要走最上面的桥，我们来看看是不是？ 

幼 2：不是，是中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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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你怎么知道是中间的桥？ 

幼：因为中间的桥是星星-月亮-白云，地上的图片只能放到中间。 

师：谁有不同意见？都同意。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这样排列的（操作 PPT9）。

润腾你能很快发现桥上图片的排列规律，我觉得你的观察能力很棒。 

 师：我们一起帮公主修好了桥，公主终于到达了魔女之城。（出示 PPT10） 

（3）请幼儿根据规律操作材料，感受规律排列的美。 

①介绍材料，提出操作要求。 

师：哇，公主来到了宴会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宴会厅，宴会厅的墙上放

着什么？（太阳和魔女的照片）照片有什么规律呢？（几个太阳几个魔女）等会请

你动脑经想一想，空白的地方呀缺了什么照片呢？几张呢？ 

师：宴会厅的边上有一个小舞台，舞台上有什么呀？（大提琴、笛子、琴谱）

它们有什么规律呢？这个地方缺了一样什么东西呢？等会请你把它找出来放好。 

师：这里有一张餐桌，餐桌上放着酒瓶和高脚杯，它们之间又有什么规律？这

个空着的地方缺了什么请你把它找出来放好。 

师：我们再来看看那哪些东西需要我们来整理？有魔女照片、酒杯、酒瓶、大

提琴的图片。 

②幼儿操作，教师指导，讲评纠错。 

师：请小朋友把散落的东西放到它该放的位置上。   

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你有没有按照规律摆放。先看看墙上的画，谁来说

说看他是按照什么规律排列的？（请幼儿一起验证酒瓶和酒杯、小提琴桌子琴谱）。  

（4）活动延伸： 

请幼儿通过观察寻找生活中的模式，如衣服上的图案，教室墙上的装饰等。 

4.第一个行动循环后的分析反思 

a.目标制定要结合幼儿的“最近发展区” 

在本次活动中研究者采用绘本故事贯穿始终的设计，活动内容随着故事的发展

而进行，在不断的闯关游戏中让幼儿深化模式概念。但是研究者发现整个内容对幼

儿来说比较简单，目标 1 的定位对于幼儿来说还可以提升，与合作教师商议后将目

标 1 调整为：观察画面，探索发现画面中的模式，并能用语言描述出来。 

b.引导幼儿自主探索，通过观察画面发现规律 

在导入环节中教师通过讲述故事来让幼儿发现规律，虽然也可以但是对于大班

幼儿来说没有挑战性，与合作教师讨论后决定导入环节通过引导幼儿自主探索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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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规律，这样既提高了幼儿观察和探索的能力，又通过对“规律”的强调，让幼儿更

为接近绘本作者所要传递的思想。 

c.创造性的操作活动比较适合本次活动 

大班幼儿学习模式的前期经验较丰富，操作环节进行的是模式填空的练习，通

过观察这种探索性操作活动幼儿完成的比较轻松，几乎没有太多的思考和探索，与

合作教师讨论后认为可以采用创造性的操作活动，放手让幼儿尝试创造模式。 

（五）第二个行动循环： 

1.针对第一个循环活动反思的改进 

根据第一次集体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者对活动目标和活动设计做了修改。

修改后的活动目标为： 

（1）通过观察探索发现画面中的模式，并能用语言描述出来； 

（2）在游戏和动手操作等活动中尝试自主按规律排序，体验规律排列的美； 

（3）在数学活动中发展幼儿逻辑思维能力、推理能力，提高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 

针对上次活动中出现的活动对幼儿没有挑战性，本次活动在整个教学设计上都

做了调整，加大了难度并且加入了幼儿创造模式的环节。 

2.活动过程 

（1）绘本情景导入，探索发现模式。 

师：今天老师要带大家一起进入《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一起看一看魔女之

城里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出示 PPT1） 

 师：哇！谁给公主写的信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分别出示 PPT2 和 3）原来王

子被困在了规则之城，你愿意和公主一起去救王子吗？那我们和公主一起出发吧！ 

 师：公主在救王子的路上会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来看一看。 

师：门被锁住了，公主能找到钥匙吗？我们一起来帮公主找钥匙吧。 

幼 1：钥匙在树上，我看见钥匙了。 

师：观察很敏锐，这边有几颗大树，树顶上有钥匙。这么多钥匙哪一把是大门

的钥匙呢？ 

幼 2：第一个钥匙 

师：你是用什么方法判断出是第一个钥匙呢？ 

幼 2：第一个钥匙能放到锁里 

师：你是觉得从大小形状上看是第一个吗？浩宇说的是不是对的钥匙呢？我们

来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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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看来不是这样的，那到底那个是正确的钥匙呢？我们回想一下故事里王子

被困在了哪儿？规则之城！那这些大树有规则吗？仔细观察哦！ 

幼 3：我知道了，是第二棵树上的钥匙！ 

师：你是怎么知道的？ 

幼 3：因为第二棵树上是两个苹果一个梨，两个苹果一个梨，其他的都不一

样。 

师：元一发现了第二棵树上的水果有规律：两个苹果、一个梨、两个苹果、一

个梨。我们来看看对不对？（操作 PPT4）所以树尖上的这把就是正确的钥匙。 

师：原来规则之城的规则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规律的排序。 

 （2）结合故事情境，引导幼儿通过观察找出排列规律 

这一环节大部分和上一教学活动又变动的地方是，把上一活动中的操作环节稍

作调整，请幼儿来发现规律并用语言描述。 

师：哇，公主终于来到了宴会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宴会厅，这个宴会厅

太乱了，谁能帮公主把门口的东西挪走？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引导幼儿把魔女照片、酒杯、酒瓶、大提琴归位，并总结规律。 

师:公主经过了重重难关来到了魔女的房间，解救了王子，她发现魔女的房间特

别的乱（出示 PPT11）。公主决定帮助魔女整理房间。例如清除蜘蛛网，擦拭桌子

上的灰尘，整理乱七八糟的桌子。并且给魔女扎头发，在魔女黑色的披肩上挂上彩

色的珠子，所以魔女也变成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公主（出示 PPT12）。 

（3）自选操作材料创造模式，感受规律排列的美。 

师：公主很开心看到魔女的变化，邀请魔女和王子一起去南国参加舞会。公主

也很感谢小朋友对她的帮助，也邀请了我们大一班小朋友一起参加舞会。我们小朋

友想不想和她一样按规律装扮自己，去参加王子和公主的舞会？ 

师：老师这里有串珠、腰带、皇冠、披肩，请小朋友选择一种材料，设计一个

你喜欢的模式来装扮自己吧！注意一定要像公主装扮魔女一样按规律装扮哦！ 

请幼儿分享自己的作品，并说出是按什么规律排序的。 

（4）引导幼儿用身体表现特定的动作游戏，请幼儿自己创编动作模式。例如，

“举手-手放下-跺脚”。 

（5）活动延伸： 

将绘本《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投放到图书角，并在数学区域投放串珠、腰带、

按一定规律排列的纸条等物品，方便幼儿在区域活动时再次体验操作模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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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活动分析与反思 

1.以绘本为主线，创设探险式活动情境 

本次活动以绘本故事内容为主线创设探险式的教学情境，在活动中幼儿参与热

情高涨，不仅能自主参与，还能主动构建。这种情景式的活动使幼儿轻轻松松掌握

数学知识和技能，从而更容易达到预期的效果 

2.结合幼儿已有经验，设计教学环节 

在进行绘本的教学时，教师要把握幼儿的已有经验，对数学的关键经验进行解

剖和分析，将其化解为活动中的一个个环节，使得教学与幼儿的已有经验能够紧密

整合。根据大班幼儿的特点，在以绘本《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来设计集体教学活

动时，需要变“口述教”为“放手学”。例如，“找钥匙”的环节设计中，研究者通过引

导幼儿观察大树，发现树上水果的排序规律，这样既提高了幼儿观察和探索的能

力，又通过对“规律”的强调，让幼儿更为接近绘本作者所要传递的思想。 

就模式排序本身而言，其包含了按规定模式模仿排序的练习、模式接着排的练

习、模式填空排的练习，最后即为创造模式。可以说，之前的三种不同的排序练

习，是幼儿进行创造排序的基础。当幼儿接触到一种新的模式时，教师必须按照幼

儿模式排序的学习规律设计教学活动。根据幼儿学习模式排序的规律，我同样设计

了找钥匙、送小猴归位、铺桥、整理宴会厅、装扮自己四个基本环节。通过这样的

环节设计，不仅符合幼儿学习模式排序的顺序和规律，也与数活动设计的科学性相

一致。 

（3）根据绘本情景准备操作材料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演示和幼儿操作的配合是必不可少的。运用绘本进行数学

活动中发现，教师的操作材料的准备与绘本内容相配，才能地为教学目标服务。教

师操作材料的准备要基于幼儿个性发展的需要，是幼儿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同时

兼具一定的趣味性，能把幼儿的操作引向更深入学习中。的在绘本数学《乱七八糟

魔女城》活动中，教师根据绘本情景设计操作活动，准备了串珠、腰带、皇冠、披

肩等材料，请幼儿装扮自己一起去南国参加舞会，不同层次的操作材料考虑到了不

同幼儿的需求，这样的设计可以让教具更好的服务于幼儿的学习内容，帮助教师达

到更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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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结论和建议 

4.1 研究结论 

通过三个教学案例的行动研究，研究者对在教学中引入绘本素材有了大致的了

解，通过实践研究，得出在大班幼儿数学集体教学活动中融入绘本是一种完全可行

的教学方法。其一是目前市场上数学绘本很多，尤其是以系列形式出版的数学绘本

涵盖范围较广，老师们有足够的选择空间。 

其二是应用绘本进行数学教学是幼儿喜欢的方式，数学绘本这种通过图画和故

事情景来呈现抽象的数学概念的方式能引起幼儿自发性学习。下文对绘本的选取以

及绘本在实际教学中应用以及其对幼儿产生的影响等进行详细分析。 

4.1.1 绘本的选取 

在进行数学教学之前，选取合适的绘本是教学成功的关键，因为绘本选取的是

否合适与后面活动的设计与实施的顺利进行息息相关。在本次研究者绘本的选取主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根据幼儿认知特点，选取适合大班数学教学的绘本。 

每个年龄阶段的幼儿都有不同的认知水平，教师应在了解本班幼儿学习特点的

基础上来选择切合数学教学内容的绘本。例如《十个人快乐大搬家》这本绘本里，

主要体现的数学思想是数字 10 的分解与组成规律，因此这本绘本只适合大班幼儿学

习。  

结合实践班级的教学目标以及实践班级幼儿的发展水平，研究者在查阅了《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详细指出的 5-6 岁儿童的数学

认知水平与将要达到的认知目标，与合作教师进行交流后确定了 10 的合成与分解、

记忆游戏、模式三方面的内容，根据选定的数学内容来寻找合适的绘本。 

2.教师可优先考虑以系列形式出版的数学绘本 

市场上涵盖数学概念较全面的以系列形式出版的数学绘本可作为教师寻找合适

的绘本的首选，例如《数学帮帮忙》、《数学小子》、《好玩的数学绘本》等。这

类绘本同系列的图文风格也比较相似，可以缩短教师选择绘本的时间成本 

国际知名的绘本也可能含有数学概念，如《母鸡萝丝去散步》、《一寸虫》、

《一个下雨天》、《逃跑的姜饼人》、《好饿的毛毛虫》等，这些绘本设计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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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为了给幼儿进行数学教育，但它的故事情节中包含了大量的数学概念，教师

只有用心观察才发现绘本中蕴含的数学概念。 

3.已有的研究结果可以作为绘本选择的参照 

前人的研究结果和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寻找到合

适的绘本。  

教师在查找参考文献的过程中对优秀绘本的标准进行了总结，一般来讲优秀的

绘本应贴近幼儿日常生活，且其中插图应富含教育意义，数学概念突出，且内容正

确， 整体应符合幼儿认知水平。这些标准是研究者选择绘本的一个重要参考，如

在第三个行动循环中，研究者初步选取了《棕色的熊，熊色的熊，你在看什么》、

《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花妖精的生日派对》、《爸爸的生日礼物》四本含有

模式概念的绘本，但是最终选定绘本《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就是它的数学概念突

出，适合大班幼儿的发展水平，故事设定为幼儿提供充分的探索情境。 

4.1.2 绘本在数学教学活动中的设计策略和方法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充分把握绘本的特点，不同教学情境中使用不同的绘本，

且根据不同绘本制定不同教学活动。一般来说具有较强故事性的绘本可以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如《十个人快乐大搬家》；具有较强数学概念的绘本可贯穿整个教学过

程，例如《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对于数学概念不全面或者不突出的绘本可以将

绘本作为前期经验并扩展数学概念，如《123，To the Zoo》。从上文可看出研究者

应根据不同情境选择不同绘本，且根据所选择的的绘本制定合适的教学活动，只有

这样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在大班数学教学中融入绘本一般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在开展教学活动前选

择适当的绘本并加工、根据幼儿数学学习经验对绘本画面进行整合，根据幼儿水平

提供操作材料，根据活动需要设计多样化的延伸活动。下文对其进行详细说明：  

1.教师在进行实践教学活动前，选择合适绘本，并对其进行适当加工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在开展教学活动前会根据实际教学目标与教学对象，对绘

本进行必要的整改，以适应教学需要。在绘本《乱七八糟魔女之城》融入模式教学

的活动中，观察模式并填补空缺的设计较多，而集体教学时间有限，研究者根据需

要删除了给巨人涂指甲油和找出摆错的砖块的环节并加以改编，加入公主邀请大家

去南国参加舞会，请幼儿按规律装扮自己的情节，上述引导幼儿进行操作的环节与

教学内容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可激发幼儿想象力，并帮助提升迁移知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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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幼儿数学学习经验对绘本画面进行整合 

在开展绘本教学活动时,研究者发现有些图画会对幼儿的思考有所干扰,或者为了更

好的呈现数学概念，会采取对图画进行整合修改,将原来不太合适的画面部分进行改编。 

在应用绘本《乱七八糟魔女之城》进行模式教学的设计中，研究者对找钥匙环

节的画面进行了改动，通过引导幼儿观察大树，发现树上水果的排序规律，变“被

动教”为“主动学”，这样既提高了幼儿观察和探索的能力，又通过对“规律”的强调，

让幼儿更为接近活动目标。 

在《123，To the Zoo》活动中研究者在讲述完绘本故事后将绘本内容整合到一张

画面中，更方便的幼儿记忆与思索，同时也能为后面过渡到图形记忆做好铺垫。 

3.根据幼儿水平提供操作材料 

在设计数学绘本教学活动时需要根据幼儿的发展水平提供适宜的活动材料,由于

班级中幼儿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因此教师在设计活动时材料的提供就显得尤为重

要。以绘本《乱七八糟魔女之城》的教学活动为例，教师根据幼儿不同的发展水平

及性别差异，给幼儿提供串珠，腰带，魔女披肩，皇冠等操作材料 

4.根据活动需要设计多样化的延伸活动 

在绘本运用于中班数学集体教学活动的行动研究中,研究者每次都设计了相应的

延伸活动,有的是操作类活动,如《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活动中设计了请幼儿在生活



第四章  研究结论和建议 

  41 

区整理衣服、鞋子的活动；有的则是游戏活动如《十个人快乐大搬家》活动中设计

了“我的小鼓敲一敲合成 10”的游戏活动；《123，To the Zoo》活动中设计了请幼儿关

注记忆生活中与自己的相关事物。例：选择一名小朋友或者教师，观察他的特征并

用语言描述出来，请其他的幼儿猜测他描述的是谁。根据本节课的教学内容设计出

相关的延伸活动，进而帮助幼儿巩固所学知识，进而掌握核心技能。  

4.1.3 分析绘本材料在教学过程中对幼儿的影响效果 

研究者主要的调查方式是与实践幼儿园的合作老师进行交谈与合作，了解幼儿

对于放置在不同区位的活动材料，包括绘本和其他操作材料等的应用情况，分析这

些绘本材料对幼儿的学习活动所产生影响。 

(1)幼儿喜欢通过绘本与数学结合的教学方式 

研究者在每次教学活动结束后都会与老师进行沟通，主要针对幼儿的学习效果

和喜欢的程度进行调查。与其合作的老师会对孩子的反映做出客观评价，并对这些

情况进行记录。例如，在学习数的合成与分解这个过程中，老师是这样回答的：“孩

子们对于这样的活动教学方式有极大的兴趣，他们会积极参与到老师所设置的活动

中来，像平时比较调皮的同学也会积极表现自己，不会像过去一样对于老师提出的

问题置之不理，反而积极主动回答问题...” 

从老师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幼儿是比较喜欢这类教学方式的，由此可见，绘本融

入教学方式中来，有利于激发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 

(2) 将绘本融入到数学教学活动中，使幼儿学习数学的兴趣更加浓厚 

在进行绘本融入数学活动的过程中，研究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观察：在活

动中的表现、对阅读及操作材料的使用情况等，在经过分析后发现，幼儿对参与到

该过程中的积极性更高，同时对数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在活动后，研究者都会将活动中所使用到的物品投放到区域中，方便幼儿在区

域活动时再次学习。观察中发现幼儿不仅主动操作活动材料，而且经常观看活动中

用过的绘本或者一起讨论绘本内容。 

在今天的晨读当中，我意外发现诺诺小朋友看的是绘本《乱七八糟的魔女之城》，

而且她看得可认真了呢，嘴里还嘀嘀咕咕，坐在旁边的月月被她吸引过来，一起对

绘本内容展开讨论。 

 (3) 将绘本融入到数学教学活动中，使幼儿更加准确地掌握数学概念 

通过对绘本教学的实际应用，想要了解其在教学中是否起到了促进的作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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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可以在活动结束以后，采以访谈的形式对参与者进行反馈调查，从而了解绘本教

学活动的开展是否提高了学生对数学概念的理解能力。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发现幼

儿们对绘本教学有着极大的兴趣，更利于其对数学概念的掌握。在阅读绘本故事后，

不仅能清晰的复述故事内容，同时对于研究者关于数学概念的相关问题，也能对答

如流。 

师：“W 同学，我刚才所讲述的故事你觉得怎么样呢？喜欢吗？” 

幼：“我觉得这个故事太棒了！非常喜欢!” 

师：“那你还记不记得老师说的故事是关于什么的呢？” 

幼：“是一个关于魔女城堡的故事。” 

师：“那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幼：“公主去魔女城堡救王子，路上闯过很多关，最后救出王子一起跳舞了。” 

师：“你还记得她经过了哪些难关，她是怎么通过的” 

幼：“她进不去门，到树上找到了钥匙，那个数上是一个梨两个苹果，一个梨两

个苹果，其他不是” 

W：“嗯，这是规则之城的规则，也就是说所有的事物都按一定规律排序，那如

果是你去魔法之城你能通过吗？” 

Y：“能” 

W：“你怎么通过？” 

Y：“我就按规则一个这个一个那个呗！” 

从上述对话便可以发现，绘本中的故事会给幼儿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

能更好、更准确的掌握数学概念。 

4.2 建议 

在幼儿园的教学过程中，使用绘本组织集体活动可以提高幼儿园教学的质量与

效率。从而证明了绘本教学在幼儿数学教学中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大量

的研究，研究者认为在实际的幼儿园教学工作中，从幼儿教育的角度出发，应用绘

本教学应该得到推广使用。 

1．不断研究，探索应用绘本进行数学教育的价值 

绘本的教育价值已经被广泛认可，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蕴含的“整

合”理念的指导下，越来越多的绘本被运用于幼儿园教学的各领域，对于从事幼教这

一职业的人来说，大多数都没有将绘本运用到其工作过程中，这一现象表明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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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绘本中所蕴含的数学教育价值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也没有对其予以关注

和重视。所以，建议广大幼教者们不断加强数理知识的学习，提高数学素养，对于

绘本中的数学内容要进行积极的探索，同时对其中所存在的数学价值充分挖掘出来，

充分利用其价值，拓展绘本数学教学的视野。 

2．理论与实践结合，进行绘本数学教学活动的实践研究 

本研究的结论表明,应用绘本开展数学教学活动能对幼儿产生积极影响，广大幼

教工作者们应该更多的关注于绘本数学教学上，同时对绘本数学教学内容进行丰富，

对绘本数学教学活动及相关理论进行深入探究及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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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研究以运城市某附属幼儿园大班幼儿为研究对象，进行行动研究法得出研究

结果： 

运用绘本进行幼儿园大班数学集体活动是可行的，运用绘本进行幼儿园大班数

学集体教学活动需从绘本的选择，绘本教学的设计及实施等方面入手：首先是数学

绘本的选取，既要符合幼儿数学学习特点又要符合优秀绘本的要求，教师在选择时

可以优先考虑成系列出版的数学绘本。其次在绘本教学的设计上要遵从以下四点：

对绘本故事内容进行选择与加工，突出数学经验；根据幼儿数学学习经验对绘本画

面进行整合；根据幼儿水平提供操作材料；根据活动需要设计多样化的延伸活动。 

由于研究精力、实践水平及时间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许多的不足,如选取的数学

概念没有全面涵盖幼儿园大班数学认知的各个方面；研究对象基数较小，不利于全

面探讨绘本运用于大班数学集体教学活动的策略。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尝试在全

园的各个年龄班开展绘本实践活动,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扩大绘本的选取范围，在搜

集数据时加入量化的数据等方式全面探索绘本在幼儿园数学集体活动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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