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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绘本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幼儿的生活中，图画书的教育价值已被人们广泛认可。

在众多的绘本中，渐渐出现了很多以数学认知为主题或者包含数学概念的绘本，将

绘本融入幼儿数学教学活动成为了一种新的教学方案。一线教师也渐渐地开始认识

到数学绘本的价值，有意识地尝试利用绘本设计数学教学活动。

本研究旨在通过行动研究的循环与反思，探索如何将绘本融入幼儿数学集体教

学活动中，用绘本组织数学集体教学活动有何影响，并为想要用绘本实施幼儿数学

集体教学活动的教师提供合理化的建议。本研究以大班幼儿为研究对象，选取模式、

对称、自然测量这三个数学概念，将三本相关的绘本与之融合，分别实施三次行动

循环，行动、反思、再行动、再反思、再行动、再反思。资料收集包括与合作教师

的讨论、活动录音、研究日志、对幼儿的访谈以及幼儿作品等。

研究结果显示，绘本运用于数学集体教学中具有可行性；绘本融入大班集体教

学活动中需要确定数学元素、选取合适的绘本、设计融入活动、实施活动等；用绘

本实施数学集体教学活动具有以下积极影响：将绘本融入数学活动中能够为幼儿的

数学学习提供具体情景，使幼儿对数学产生兴趣，更好地掌握数学知识，能够为教

师组织数学教学活动提供新思路，并能够得到家长的认可。

关键词：绘本；数学集体教学；大班；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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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icture books have more and more entered the lives of young children,
and there is a growing recognition of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a picture book.
Gradually, many picture books with mathematical cognition as the theme or
containing mathematical concepts appeared.The integration of picture books
into mathematics teaching activities has become a new teaching
plan.Front-line teachers have gradually begun to recognize the value of
mathematical picture books, and some teachers attempt to use picture books
to design math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to integrate picture books
into children's mathematics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through the cycle
and reflection of action research, 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icture books
into children's mathematics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o provid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eachers who want to use picture books to
implement children's mathematics coll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This research
takes the top class childr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electing mode, symmetry,
measuring three natural mathematical concept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related picture books, action cycles were performed three times, action,
reflection, and then act, then reflect, and then act, then reflect.Data collection
includes activity recordings, research diaries, discussions with co-teachers,
interviews with young children, and young children's work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feasible to use picture books in
collective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The integration of picture books into
group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top class needs to identify mathematical
elements, select appropriate picture books, design integration activities,
implement activities, etc.; Picture books blended in collective mathematics
teaching activiti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The picture book into the math
activities in specific scenarios to provide for the children's mathematics
learning, so that children become interested in mathematics, a better grasp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provide new ideas for teachers to organ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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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al teaching activities,and be recognized by parents.

Key words：Picture books; Collective mathematics teaching; The top class;
Ac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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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问题提出

1j1 研究kl

长期以来，我们对幼儿园数学教育是不深入的，幼儿园数学教育存在很多问题。

在教学内容上，数学是抽象的、科学的、系统的、具有逻辑思维的，内容复杂多样，

包括物体之间量的比较、数概念以及加减运算，几何形体的的认识、空间位置的感

知与描述等等。幼儿教师往往按部就班地把知识结构与幼儿年龄特点机械对号，忽

视了幼儿的思维特点和学习规律，忽视了儿童已有的生活经验，不考虑数学的实际

来源和应用方法
①
。在教学方法上，习惯于强调数学教学的直观性，把答案强加给幼

儿，采取“灌输式教学”。幼儿被动接受，课堂氛围不活跃，不能激发幼儿学习数

学的兴趣和求知欲望②，我们应该寻找一些更为有效的数学教学方法来提高幼儿对数

学内容的理解。

越来越多的一线教师认识到绘本在语言教育、社会性教育、审美教育等方面的

价值，绘本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健康、语言、社会、艺术领域中。但是，在科学领域

中，尤其是数学集体教学中，大部分幼儿教师忽略了绘本的重要价值。有一小部分

教师认识到绘本对于幼儿理解数学概念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绘本的种类较多，一

线教师对于绘本认识不足，选择合适的绘本展开集体教学难度较大。此外一线教师

工作繁杂，没有可以直接运用的绘本、材料、延伸活动，设计绘本集体教学的难度

加大。一线教师需要一些具体的选择绘本的标准，用绘本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案以及

进行延伸活动的建议。本研究主要通过从选择绘本到选择适合幼儿发展水平的数学

内容，再从设计具体的绘本实施方案，到活动反思，希望能够为一线教师提供绘本

融入数学集体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法。

1j2 文献mn

1j2j1 opqr

1.2.1.1 绘本

绘本由 Picture Book 翻译而来，率先将绘本阅读引入课堂教学的是台湾的一些

① 赵一仑.幼儿园数学教育的困境与对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2007,03,232-235.

② 李彦斌.对当前幼儿园数学教育的思考.学科教学,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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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国内没有明确提出将绘本作为一种教学方法
①
。在大陆，主要将绘本作为幼儿

的故事读物。

美国绘本大师芭芭拉·库尼认为绘本像是一串珍珠项链，图画是珍珠，文字是串

起珍珠的细线，图画和文字都是绘本必不可少的要素，二者缺一不可
②
。

郝广才在他的《好绘本如何好》中写到：“绘本”大概是一本书，运用一组图画，

去表达一个故事，或一个像故事的主题
③
。

根据专家学者对绘本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绘本是由文字和图画或者只有图

画构成的书籍。在绘本中，图片和文字并不是简单地堆在一起，而是相辅相成，以

图画为主体，文字为辅助帮助读者更形象的理解绘本。绘本有适合成人阅读的，也

有适合儿童阅读的，本研究中绘本指适合儿童阅读的绘本。

1.2.1.2 幼儿园数学集体教学活动

幼儿园数学集体教学活动是教师以适合幼儿年龄特征的数学内容为教育内容，

许多幼儿共同学习同一数学内容的活动。它有别于区域活动、自主游戏活动，是在

教师的指导下，幼儿一起参加的活动。

1j2j2 st研究mn

1.2.2.1 绘本教育价值的相关研究

经过梳理文献，国内外学者对绘本的教育价值有以下观点：

1.2.2.1.1 发展儿童的沟通表达能力

虽然绘本中的文字是辅助，但是这些文字大多是经过作者的不断思索，用精湛的

语言描述图画内容。绘本文字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周围人分享绘本的过程中，

帮助幼儿扩大词汇量，为幼儿的口语表达提供基础，发展儿童的沟通表达能力
④
。

1.2.2.1.2 增加儿童的生活经验

绘本故事有很多来自于生活场景，也有很多幼儿无法直接接触的事物，幼儿在

阅读图画书的过程中，能够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培养正确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生

① 姚雪姣.儿童绘本教学现状研究.杭州师范大学,2011.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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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郝广才.好绘本如何好.台北，台北格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12.

④章敏 .运用绘本促进幼儿口语表达能力的发展 .家庭与家教 (现代幼

教),2008,09,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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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习惯
①
。

1.2.2.1.3 激发幼儿的想象力

绘本中描绘的场景、人物、主题等形象具体有趣，现实与想象相结合，能够帮

助幼儿在现有经验的基础上展开想象，激发幼儿的想象力
②
。

1.2.2.1.4 增加幼儿的阅读兴趣

好的绘本以儿童熟知的生活经验为题材，情节设计和文字编排也符合幼儿的兴

趣。通过图画与语言，让阅读变得简单，更易培养幼儿的阅读兴趣
③
。

1.2.2.1.5 发展幼儿的认知能力

绘本内容丰富多样，覆盖了幼儿常见的动植物、还有科学、童话、天文、史地、

数学等，幼儿能够通过绘本获得丰富的知识，发展认知能力
④
。

1.2.2.1.6 提升幼儿的艺术鉴赏能力

绘本中的图画是儿童接触美术作品最直接有效的途径，能够带给幼儿丰富美好的

视觉感受，提高幼儿的审美能力，从而提升幼儿的艺术鉴赏力
⑤
。

1.2.2.1.7 提升幼儿的思维能力

绘本中到处是细节，幼儿在阅读图画书时，习惯于先看图画，他们能够从图画

中观察出细小的变化，将绘本中一幅幅图画连成一个丰富有趣并且完整的故事。这

又是一个不断思考整合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能够提高幼儿的观察力，儿童的

思维能力也能够得到提升
⑥
。

1.2.2.1.8 促进儿童品格与道德的成长

绘本故事中大多藏着丰富的道德教育，幼儿在阅读这些绘本的过程中体会感知

绘本中的友爱、责任、礼貌等，有助于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品格
⑦
。

① 冯媛媛.绘本对儿童情感教育的影响及其理论依据.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

报,2009,02,26-27.

②王淑娟.儿童图画书创造思考教学提升学童创造力之行动研究.台南大学,2003.

③刘佳玺 .浅谈图画书对儿童早期阅读的存在价值 .新课程研究 (下旬

刊),2010,02,63-64.

④ 林敏宜.图画书的欣赏与应用.台北，台北心理出版社,2000.

⑤李春光.幼儿园绘本教学现状及改进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3.

⑥ 徐玲.绘本教学中发散性思维的培养.广西教育,2013,33,86.

⑦邬敏敏.利用绘本促进低年级学生良好行为的养成.中小学德育,2012,03,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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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9 帮助幼儿感知与体验情感

通过图画，幼儿能够感知到绘本主人公的情感变化，从而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

如 “友情”“亲情”、“成功的喜悦”、“失败的难过”等，绘本可以将这些难以

言说的生命感悟和生活哲学融合起来，带给儿童清晰地体会与感知
①
。

1.2.2.1.10 强化亲子教育

松居直说过：“念书给孩子听，就好像和孩子手牵手到故事国去旅行，共同分享

同一个充满温暖语言的快乐时光。”。通过父母读，孩子听的过程，能够强化亲子

教育，从而加强亲子间的情感联系
②
。

1.2.2.2 绘本融入幼儿数学教育的研究

随着绘本越来越受到关注，绘本的教育价值越来越得到肯定，各种类型的绘本

也大量的出现，蕴含数学元素的绘本也如此。数学绘本连接着数学和文学，其教育

价值受到肯定。比如，美国数学教师协会（NCTM）就提倡将数学与文学结合起来，

这样能够帮助幼儿将数学与自己理解的世界建立内部联结，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故事，

延伸故事
③
。

绘本融入幼儿园数学领域的研究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认识数学绘本；二是分析

绘本中的数学概念；三是通过绘本探索幼儿学习数学的规律；四是分析绘本对幼儿

数学学习的影响；五是将绘本运用到幼儿园数学教育的策略。张丽芬、林易青、邱

瑄平等人采用质性研究、实验法等方法分析了绘本对儿童学习数学的影响，研究结

果显示绘本运用于幼儿园数学教学能够激发幼儿对数学的兴趣，改变幼儿对数学学

习的态度，促进幼儿对数学概念、形状、几何、数的分解与合成等的学习
④⑤⑥⑦
。

① 毕凌霄.儿童绘本的教育功能探析.韶关学院学报,2013,07,139-142.

② 刘郁亭.画书融入国小一年级数学教学之行动研究一一以数与计算单元为例.台北

市立教育大学,2011.

③ Whitin,D.J.The potentials and pitfalls of integrating literature into the

mathematics program.Teaching Children Mathmatics,2002,8(9):503-504.

④ 张丽芬.运用图画书进行数学教学对幼儿数学学习态度之影响.屏东教育大学学报

(教育类),2011,3,63-100.

⑤ 张丽芬.结合图画书与数学的教学方式对幼儿数学能力之影响.台北市立教育大学

学报,2009,40(2),107-144.

⑥ 邱瑄平.绘本教学对幼儿数学型式概念表现之研究.新竹教育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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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金玉通过访谈了解一线教师对隐含在绘本中的数学概念的发掘与应用，并分析

了作家五味太郎绘本中幼儿数学概念的分布情况，最后提出将绘本运用于数学教学

的建议，供绘本创作者、学前教师、未来研究者参考
①
。

许惠欣、陈静芬、蔡菁菁等人运用质性研究法，探讨了怎样使用绘本发现幼儿学

习数学概念的规律，揭示了幼儿对长度测量概念以及型式的学习过程
②③
。

袁文芳采用行动研究法证实绘本融入幼儿园中班数学集体教学活动需要考虑绘

本的选择、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等方面
④
。

用绘本组织幼儿园数学教学的策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根据实际情况挑选适

合的数学概念和绘本、设定对应的教育目标、制作符合绘本的教具、设计有效的提

问、组织有效的延伸活动等
⑤
。

1.2.2.3 绘本选择标准的相关研究

1.2.2.3.1 优秀绘本的选择标准

随着绘本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绘本的教育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绘本

的种类和数量也快速的增长，从繁杂的绘本中选出优秀绘本就及其重要了。那么优

秀绘本的标准有哪些呢？

台湾学者林敏宜提出：优秀的绘本应具有艺术性、儿童性、教育性、趣味性、

传达性
⑥
。张茜认为在选择绘本时要选择与幼儿阅读能力相适宜、能引起幼儿兴趣、

内涵丰富、有创意、富有特色、内容多元的绘本
⑦
。丁诚中则认为优秀的绘本应该是

易于幼儿理解的、语言精练易懂的、符合幼儿性格的、符合年龄特征的、情节有趣、

⑦ 林易青.图画书融入数学教学对幼儿学习数概念效应之研究.台北教育大学,2006.

① 洪金玉.幼儿绘本之数概念分析一以五味太郎的中文作品为例.新竹教育大

学,2010.

②陈静芬,许惠欣,图画书之魅力——幼儿学习数学样式之探析.儿童与教育研

究,2010,8.

③蔡菁菁.幼儿图画书中长度测量之对谈与实作.台南大学,2011.

④ 袁文芳.绘本融入幼儿园中班数学集体教学活动的行动研究.天津师范大学,2015.

⑤刘霞.小绘本,大智慧——浅谈绘本在幼儿园数学活动中的应用.青春岁

月,2012,20,166.

⑥ 刘淑雯.绘本运用于国小社会学习领域之教学探究.台湾师范大学,2004.

⑦ 张茜.浅谈如何为幼儿选择优秀绘本.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3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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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单纯的、内容、形式及表现手法适合儿童特点的
①
。

由上述文献可知，一本优秀的绘本必须适合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符合年龄特

征、贴近幼儿生活、图文一致、内容没有错误、能够引起幼儿兴趣，传达教育意义。

1.2.2.3.2 数学绘本的选择

数学绘本是一个新名词，还没有具体定义，它主要指含有数学元素或者专以数

学概念为主题设计的一类型绘本。优秀的数学绘本，除了具备优秀绘本的特征外，

还应有其他标准。

Whitin,D.J. & Whitin,P.提出了选择数学绘本的标准：绘本中数学概念是正确

无误的；数学内容能获得读者多样的回应；以自然可信的方式呈现数学概念；符合

人文与艺术的要求，如能吸引读者、引起共鸣，让读者有进一步探索的欲望
②
。

由此可见，优秀的数学绘本，要在符合一般优秀绘本的基础上，做到数学内容

正确，能够恰当的呈现数学概念，引起幼儿对数学知识的兴趣。

1j2ji st研究nu

现有的文献对绘本相关的研究较多，学者们明确定义了何为绘本，并论述了绘本

所蕴含的丰富的教育价值，为开展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已有学者开始探

索将绘本运用于幼儿园数学教育这一教学方法，这些尝试为研究者的深入研究提供

了前车之鉴。但是，关于如何将绘本很好的融入到幼儿园数学集体教学活动的研究

还不是很充分，可供一线教师参考的相关研究与理论较少，现有的较少的相关研究

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为:

1j2jij1现有研究将较多的关注放在绘本教育价值的探讨上，表明绘本中含有大

量的数学元素，可以运用绘本进行幼儿园数学教学活动。但是如何运用绘本开展活

动、在活动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怎样有效的将绘本元素与数学概念相融合等问题，

相关研究探讨较少；

1j2jij2有极少数涉及教学策略的研究，也仅仅是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探讨。

经验较为零碎，理论指导不全面。

针对目前研究现状，研究者根据实际情况将绘本融入幼儿园大班数学集体教学活

动中，重点关注绘本元素与数学概念相融合的过程、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策略。

① 丁诚中.如何理解绘本的概念及其特性.家庭与家教(现代幼教),2008,02,45-47.

② Whitin,D.J.&Whitin,P.New vision for linking literature and

mathematics.Reston,VA: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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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i 研究目的及vw

1jij1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是为了通过用绘本组织大班数学集体教学活动的过程，探索绘本如何

有效的用于幼儿园数学集体教学活动，以及在活动前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提升幼

儿教师以及社会人员对绘本教育价值的关注。

1jij2 研究vw

理论意义：本研究通过实际案例，从数学元素的确定、绘本的选择、绘本融入

数学活动的方案设计等方面进行探讨总结，期望能够进一步发掘绘本的教育价值，

以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相关理论，给未来欲将绘本融入数学教学的幼儿园教

师提供参考。

实践意义：目前，幼儿园教师主要将绘本作为幼儿故事读物，将绘本运用于教

学活动的实践很少，绘本教育价值也停留在理论指导上，而较少有实践验证。本次

研究中，研究者通过行动研究将绘本运用于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希望能够总结

一些实践经验，为一线教师提供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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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设计

2j1 研究的参与者

2j1j1 xy

本研究在研究者所在的某公立园大一班进行，班级中所有 22 名幼儿均为本研究

的参与者。在行动研究过程中，为确保绘本研究的实施效果，研究者将幼儿分成三

组，每个案例进行三个行动循环。

2j1j2 z作{师

本研究的合作老师为本班主班老师 T老师，T老师拥有 5年的幼儿园教学经验，

对幼儿发展水平较为了解，对本班幼儿情况比较熟悉，能够为本研究的设计与实施

提供合理有效的建议。

2j1ji 研究者

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既是研究的推动者，又是教学的实施者。研究者在一线教

学活动中设计实施活动、收集分析资料、整理总结，最终呈现研究成果。

2j2 研究|}的~�

黄瑾教授《学前儿童数学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中，将幼儿数学学习与发展分

为数概念与运算、集合与模式、图形与空间、比较与测量四个数学内容主题
①
。研究

者通过仔细研读幼儿数学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确定了模式、对称、自然测量这三个

能够满足大班数学学习与发展需要的经验内容，从而在市面上的绘本中挑选蕴含这

三个数学核心经验的绘本。

含有模式、对称、自然测量这三个经验内容的绘本很多，那么怎样进一步筛选

呢？首先，绘本的选择必须参考优秀绘本的标准与要求。研究者在进一步选择相关

绘本时，通过从相关数学绘本内容的正确性、有效性、数学概念的呈现方式、幼儿

的兴趣以及幼儿前期经验等方面严格筛选，选取了符合优秀绘本标准的 3本绘本开

展大班数学集体教学活动。这三本绘本蕴含的数学核心经验见下表：

① 黄瑾,田芳.学前儿童数学学习与发展核心经验.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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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绘本蕴含的数学核心经验梳理表

绘本名称 内容领域 具体数学核心经验

《夺回烘烘王国》 集合与模式 模式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图形与空间 图形对称

《树叶尺子》 比较与测量 用任意单位测量长度（自然测量）

2ji 研究方�

《学前教育科研方法》中指出：行动研究是在动态执行过程中进行的研究，行

动者即研究者。行动研究采用的研究方式是边行动边研究，边研究边行动，二者融

为一体。因此行动研究是一个螺旋式前进，不断发展完善的研究过程。行动研究的

基本过程大致分为计划、行动、考察、反思四个循环渐进的环节①。

本研究采用行动研究法，研究者与所在班级的主班教师共同合作，一起研究，

将问题与实践相结合，提升教学质量。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根据实际教学内容，

筛选绘本；再根据《指南》与合作老师讨论，设计活动方案；根据活动方案实施活

动；活动结束后，根据活动观察、与合作老师探讨反思，提出改进方法；教学方案

再设计和实施五个步骤不断循环。

2j4 研究�程

2j4j1 研究的����

本研究的准备阶段主要包括萌发研究动机，查考文献，编写文献综述，确定研

究内容，明确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本研究的起点源于研究者对幼儿园图书区的关

注。研究者所在的大班图书区的书籍多是由家长提供的，在这些书籍中，大部分为

绘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图画书。幼儿通过阅读绘本，了解节日习俗、绘画等。这

些绘本中含有少量的数学元素，另外，幼儿教师在数学集体教学活动中形式比较固

定，幼儿兴趣不浓厚，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于是萌发了将绘本运用于数学集体教学

的想法。

2j4j2 研究的实施��

与导师确定研究内容后，研究者寻求主班老师的看法与建议，最终确定在本班

进行绘本应用于数学集体教学的行动研究。接着，参照《指南》对 5~6 岁幼儿数学

目标的说明以及教育建议，初步选定研究内容为模式、对称、自然测量。根据初步

① 陶保平，钱琴珍.学前教育科研方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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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的研究内容，研究者开始购买绘本，根据优秀绘本选取标准以及幼儿发展水平

选择绘本。

选定绘本后，研究者亲自设计、开展集体教学活动，合作教师拍照、录音、观

察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集体教学活动结束后，研究者与合作老师一起分析、总结、

反思，为下一次的活动做准备。

2j4ji 研究的�结��

通过对研究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与总结，将绘本应用于大班数学集体

教学的活动过程呈现，形成一篇论文，希望能够解决前期提出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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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动研究的实施过程

ij1 �学��教学�动����������与�式

ij1j1 �学����

模式主要是指物件之间隐藏的规律关系，这些物件范围较广，可以是图像、图

案，也可以是数字、抽象的关系。幼儿的生活中很多地方用到模式，如时间的变化，

星期的变化，地板纹路的变化，幼儿每天重复的“来幼儿园——回家——来幼儿园

——回家”，甚至幼儿在幼儿园半日生活流程总是“区域活动——集体教学活动—

—解小便喝水——户外活动——洗手吃午餐”，模式遍布在幼儿生活的方方面面。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对大班幼儿关于模式有明确的目标与内容：

表 3.1 大班幼儿《模式》具体核心经验目标

数学核心经验 具体目标

模式 能发现事物简单的排列规律，并尝试创造新的排列规律

初步选定这一数学概念后，研究者与搭班教师进行了讨论，询问搭班教师对这

一概念的看法，以下为部分研讨对话内容：

Y：T老师，您觉得选取模式这一概念在大班进行集体教学活动合适吗？我需要

注意什么呢？

T：我觉得，在大班进行模式的集体教学活动是完全可以的。部分幼儿在小班中

班时已经接触过，部分幼儿为刚入园幼儿，集体教学活动需要注意内容难度适中，

也可以尝试从多角度进行模式分析。

Y：多角度？是从不同方面进行模式分析吗？比如，不仅大小在有规律的变化，

也可以通过颜色找到排列的规律？

T：是的，简单的一维模式，部分幼儿已经有相关经验，我们帮助幼儿唤醒这部

分经验即可。如果加入二维模式，幼儿相关经验会发展的更好。

Y：好的，T老师。

ij1j2 ��的~取

确定模式这个数学概念后，研究者初步筛选出三本与之相关的绘本，分别是：

《一只长长的鼻子》、《夺回烘烘王国》以及《糖果店的有奖竞猜》。《一只长长

的鼻子》绘本模式内容较简单，《糖果店的有奖竞猜》画面较复杂，故事呈现比较

乱，最终确定了《夺回烘烘王国》作为本次集体活动的绘本。此绘本内容故事情节

顺畅，符合幼儿好奇、探险的心理特点，能够很好的引发幼儿的兴趣；模式内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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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适中，适合本班幼儿；图画清晰，色彩丰富，符合幼儿的审美；传达的数学概念

正确清晰。符合优秀绘本以及优秀数学绘本的选取标准。

ij1ji ����与��方式

《夺回烘烘王国》出自《快乐小数学》这一系列，内容大概是，领土较小的哼

哼王国夺取了烘烘王国的领土，并将火花公主和篝火国王关押到哼哼王国。烘烘王

国的战士们为了救回国王和公主，必须破解重重机关，一路上先是按照“红色——

黄色——黄色——红色——黄色——黄色”的规律铺地砖，接着按照“太阳——月

亮——星星——太阳——月亮——星星”的规律画墙面，然后有规律的排好队形攻

打哼哼王国的战士，为了使阶梯延续下去，烘烘王国的战士们又按照“熊——海狗

——企鹅”的规律修好阶梯，最终救出了国王和公主。

在实施活动过程中，研究者将绘本扫描制作 PPT，在班级电视上播放。此绘本故

事情节较简单，研究者决定采用边讲故事边理解模式的形式，将绘本故事贯穿在整

个活动之中。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研究者帮助幼儿梳理何为“模式”，并引发幼

儿的兴趣。活动结束后，在绘本故事的背景下，发展相对应的延伸活动。以下是该

绘本故事的封面。

图 3.1 《夺回烘烘王国》封面

ij1j4 第一个行动��

3.1.4.1 活动目标

让幼儿感知简单而有趣的规律，知道何为模式；能够列举生活中存在的模式；

对生活充满热爱，并尝试运用区域中现有材料创造二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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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 活动准备

《夺回烘烘王国》PPT、立体软积木、水管积木、聪明棒积木、瓶盖、跳棋等。

3.1.4.3 活动过程

3.1.4.3.1 从绘本故事情节直接导入以引发幼儿的关注

《夺回烘烘王国》是一本童话故事，带有神秘色彩，符合幼儿的好奇心，因此

直接由故事情节导入。

Y：今天呢，老师要给宝贝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夺回烘烘王国》。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此时，幼儿注意力高度集中，充满好奇心，非常激动地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故

事。紧接着，研究者以绘本中的图画引出故事背景。

Y：“我们一起来看图片，这儿有两个王国，这个大大的是烘烘王国，旁边这个

小小的是哼哼王国。哇，哼哼王国好小啊，哼哼王国的国王冰雪国王想把领土变大，

怎么样就把领土变大了呢？”

C：“再找一个更大的地方”

C：“找一点雪把周围垫起来就大了”

Y：“雪融化了，领土又变小了呀，你们想知道冰雪国王是怎么做的吗？”

Y：“冰雪国王想呀，烘烘王国好大呀，要是把烘烘王国的领土给我就好啦，于

是冰雪国王瞅准机会，带着战士们朝着烘烘王国进攻去了。烘烘王国的战士们由于

没有提前准备，最终被哼哼王国的战士打败了，他们的篝火国王和火花公主被关到

了哼哼监狱中，烘烘战士们也被赶到一个小岛上。但是，篝火国王和火花公主不在，

谁都点不着火，于是战士们决定齐心协力，救出国王和公主。”

3.1.4.3.2 在情境中引入模式

幼儿了解故事背景后，研究者开始将数学概念融入故事情境，引导幼儿在情境

中理解“模式”。“烘烘战士们悄悄地出发了，但是，前进的路被阻断了。原来是

哼哼王国的战士们为了不让任何人攻进来，在所有的路上都设置了有规律的机关，

必须破解了机关才能顺利通过，但是道路周围遍布着红色、蓝色、白色的砖块......

战士们好苦恼，到底应该铺什么颜色的砖块呢？”

幼儿开始激烈的讨论着，过了一会，小朋友们纷纷举手，跃跃欲试，说明绘本

故事能够调动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Y:“欣妍宝贝，你觉得战士们应该铺什么颜色的地砖呢”

C:“黄红黄红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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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对不对不对……”

C:“应该是黄黄红黄黄红黄黄红……”

Y:“非常棒，应该是按照黄色、黄色、红色、黄色、黄色、红色的顺序来铺砖。”

由于图片上是由红色开始的，于是研究者进一步提问，“能不能是红黄黄红黄

黄呢？”此时，幼儿有点反应不过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纷纷觉得“不能”。于

是研究者进一步解释，“这里是红色地砖开始的，我们接下来应该铺什么颜色呢？”

“黄色、黄色……”。研究者进行总结“所以这里的顺序也可以是红黄黄红黄黄……”。

在这一部分，通过幼儿的语言与表情，研究者可以看出幼儿的思维陷入僵局，需要

教师及时指引，研究者通过循序渐进地提问帮助幼儿逐步理解，打破思维僵局。

接下来，自然过渡到第二个场景。这个场景中没有一个完整的循环，幼儿首先

需要根据生活经验填充其中一个元素，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对幼儿难度较大。

研究者进行了提示“周围好黑呀，战士们想让周围变得亮起来，那么天空中出现什

么的时候，周围就亮起来了呢？”此时，有幼儿反应过来，应该是“太阳”。研究

者抓住机会，引导幼儿去尝试验证。最终得出了“太阳、月亮、星星、太阳、月亮、

星星……”的模式。

接下来有关模式的三个场景均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讨论，得出结论。在后面的三

个场景中，幼儿思维活跃，能够很积极的帮助哄哄战士解决困难，在这个过程中，

幼儿获得有关模式的经验。最后通过研究者与幼儿一起总结得出烘烘战士破解的机

关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去排列的，幼儿关于模式的相关经验被唤醒，研究者随后进

行了延伸活动。

3.1.4.3.3 延伸活动：动手操作环节

在《夺回烘烘王国》绘本讲解过程中，幼儿注意力集中，基本所有幼儿都能够

参与到讨论中，为烘烘战士出谋划策。绘本故事结束后，幼儿仍旧有很大的兴趣与

热情，因此故事结束后，以绘本故事作为前期经验，直接安排了延伸活动。希望幼

儿能够从自己操作，自由游戏中体验模式，创造模式。

3.1.4.3.3.1 总结绘本内容并延伸故事

“宝贝们，刚刚老师给大家讲了一个《夺回烘烘王国》的故事，我们一起帮助

烘烘战士破解机关，救回了国王和公主，并夺回了他们的领土。为了避免其他国家

的再次进攻，烘烘国王也想设置一些有规律的机关，宝贝们，你们能用你们的玩具

为篝火国王设置一些机关吗？”

3.1.4.3.3.2 幼儿自主创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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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准备的材料有水管积木、聪明棒积木、瓶盖、跳棋等。由于想要发展幼

儿的二维模式，因此这些材料不仅仅颜色不同，大小、种类也有差异。研究者随机

发放操作材料，一组幼儿一筐材料，两组幼儿之间材料不同。

T：“现在老师给大家发放了好多玩具，宝贝们篮子里的玩具有不同的形状，还

有不同的颜色，宝贝们好好想一想，要帮助烘烘国王设计一个什么机关呢？”

幼儿开始操作后，研究者巡视每位幼儿的操作情况。对于一些突发情况，比如

打闹、随意拼搭的情况，研究者及时给予关注与引导。

以下是部分幼儿作品：有的幼儿仍然根据材料的其中一个特点来排列，有的幼

儿能够根据材料的两个特点来排列。

图 3.2 按照颜色排列

图 3.3 按照大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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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按照方向（大小）排列

3.1.4.4 活动分析与反思

研究者在讲解绘本以及延伸活动中，注重幼儿的参与感与幼儿的主观能动性，

及时回应幼儿的想法与创造。在活动过程中，幼儿能够紧跟教师，积极思考，踊跃

参与，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较，幼儿积极性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并且，教师能够通

过幼儿的反应判断出幼儿的思维状态，难度比较大时，能够根据幼儿现有的生活经

验，及时做出提示分解难度，引导幼儿积极思考。研究者通过对活动的梳理、与合

作老师的讨论、幼儿延伸活动情况的整理与分析，做出如下总结与反思：

3.1.4.4.1 教学过程中需及时总结数学概念

部分幼儿在延伸活动中设置的“机关”是没规律的，说明该幼儿对模式的理解

浮于表面甚至是不理解何为模式。经过与合作老师的探讨，我们发现此情况是由于

研究者将较多的关注点放在了讲绘本故事上，而没有及时对数学内容进行总结。教

师应该灵活使用绘本，而不是被绘本束缚，过多地拘泥于绘本故事，而忽略了绘本

所表达的数学内容。教师要及时总结数学概念，更好的将绘本融入数学集体教学中。

3.1.4.4.2 延伸活动前要有操作示例以便幼儿操作

延伸活动的目标是希望部分幼儿能够从单一的颜色、形状等延伸到二维模式。

在延伸活动开始时，研究者只是向幼儿表达了“用玩具设置有规律的机关”的要求，

没有带领幼儿进行集体设置，最终大部分幼儿创设出了一维模式，没有达到“创造

二维模式”的目标。幼儿在大班时创新能力不足，创新主要是模仿式的创新，因此，

教师应该首先引导幼儿，进行操作示范，然后再鼓励幼儿进行模仿式创新。这样既

能够帮助幼儿更好的理解二维模式，更能充分发挥幼儿的主观能动性，让幼儿愉快、

自信的进行操作。

ij1j5 第二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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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1 针对第一个行动反思的改进

针对第一个行动循环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者做出以下改进：

3.1.5.1.1 活动过程中，第一个活动场景结束后，及时总结“何为模式”，并在

后面的每一个场景中强化模式的概念。

3.1.5.1.2 延伸活动中，研究者先带领幼儿设计一维模式，再通过演示引出二维

模式，希望基础较好的幼儿能够延伸二维模式。

3.1.5.2 活动过程

活动开始的导入环节、第一个场景引导环节都与第一个循环一样，研究者不再

赘述。

3.1.5.2.1 从绘本故事情节直接导入以引发幼儿的关注

3.1.5.2.2 在情境中引入模式

第一个场景快结束时：

Y:“非常棒，原来这里的地砖是按照‘红黄黄红黄黄’的规律排列的。宝贝们，

红砖后面再铺红砖，可以吗？”

C：“不行，只能铺黄色的！”

Y：“也就是说，根据前面的颜色，我们就能知道后面应该铺什么颜色的地砖，

而不能随便铺，因为它们是有规律的。”

接下来，自然过渡到第二个场景。研究者仍旧通过提示，引导幼儿完成一个完

整的循环。研究者再抓住机会，引导幼儿去尝试验证，得出了“太阳、月亮、星星、

太阳、月亮、星星……”的模式。最后研究者及时强调了“它们的排列是有规律的，

我们可以通过前面的图形，知道下一个图形应该是什么图形。”

接下来有关模式的三个场景均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讨论，得出结论。研究者再次

总结，烘烘战士破解的机关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去排列的。幼儿关于模式的相关经

验被唤醒，研究者随后进行了延伸活动。

3.1.5.2.3 延伸活动：动手操作环节

在本次《夺回烘烘王国》融入数学教学的过程中，幼儿注意力仍旧很集中，积

极地为烘烘战士出谋划策。在延伸活动中，研究者先示范再引导幼儿自主创造模式。

3.1.5.2.3.1 总结绘本内容并延伸故事

Y：“宝贝们，刚刚老师给大家讲了一个《夺回烘烘王国》的故事，我们一起帮

助烘烘战士破解机关，救回了国王和公主，并夺回了他们的领土。为了避免其他国

家的再次进攻，烘烘国王也想设置一些有规律的机关，宝贝们，我们一起用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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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为篝火国王设置一些机关吧！”

3.1.5.2.3.2 由一维模式引出二维模式

Y：“首先呢，我要用‘苹果’和‘火龙果’设置一个机关，宝贝们睁大你的眼

睛仔细观察哦，‘苹果、苹果、火龙果、苹果、（ ）、火龙果’，空白的地方

是什么呀？”

C：“苹果”

Y：“绿色聪明棒、黄色聪明棒、红色圆圈、绿色聪明棒、（ ）、红色圆圈，

这里是什么呢？”

C：“聪明棒”

Y：“什么颜色的聪明棒呢？”

此时，部分幼儿直接喊出“黄色聪明棒”，其他幼儿开始思考，犹豫几秒后，

大部分幼儿都反映过来，要放入“黄色的聪明棒”。研究者及时总结：“宝贝们真

厉害，我们不仅要放聪明棒，而且要放黄色的聪明棒！”

3.1.5.2.3.3 幼儿自主创造模式

研究者准备的材料有立体软积木、水管积木、聪明棒积木、瓶盖、跳棋等。由

于想要发展幼儿的二维模式，因此这些材料不仅仅颜色不同，大小、种类也有差异。

研究者随机发放操作材料，一组幼儿一筐材料，两组幼儿之间材料不同。

“现在老师给大家发放了好多玩具，宝贝们篮子里的玩具有不同的形状，还有

不同的颜色，宝贝们好好想一想，要帮助烘烘国王设计一个什么机关呢？”

幼儿开始操作后，研究者巡视每位幼儿的操作情况。对于一些突发情况，比如

打闹、随意拼搭的情况，研究者及时给予关注与引导。

以下是部分幼儿作品：没有出现幼儿随意摆放的情况；大部分幼儿能够根据材

料的两个特点来排列。

图 3.5 按照颜色和形状排列



第三章 行动研究的实施过程

19

图 3.6 按照大小和颜色排列

图 3.7 按照颜色和数量排列

3.1.5.3 活动分析与反思

本次活动中，研究者根据第一次活动出现的问题反思并改进，幼儿对模式的理

解更加透彻，并实现了“发展二维模式”的目标。研究者通过对活动的梳理、与合

作老师的讨论、幼儿延伸活动情况的整理与分析，做出如下总结与反思：

3.1.5.3.1 及时总结数学概念以做到用绘本讲

一线教师借助绘本讲解数学概念是实现数学活动目标的一种重要方式，用绘本

讲，希望借助形象生动的绘本故事提高幼儿学习的兴趣，帮助幼儿更好的理解晦涩

难懂的数学概念。本次活动中，研究者借助绘本及时总结数学概念，很大程度地提

升了活动效果。绘本是载体，数学概念才是内容，因此教师借助绘本这一载体讲解

数学内容时，要做到用绘本讲，而不是讲绘本。

3.1.5.3.2 合理设置延伸活动以便做出针对性指导

由于幼儿个体差异性以及前期经验的不同，在集体活动中获得的新的经验也有

所差异。为了确保每位幼儿都有所收获，研究者设置了比较灵活的延伸活动。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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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活动中，研究者循序渐进，先示范再理解最后再操作，确保幼儿明确操作内容，

并从操作中有所收获。

3.1.5.3.3 合理投放材料以发挥幼儿的创造性

在延伸活动中，研究者作为观察者与指导者，巡回观察幼儿的表现。发现部分

幼儿不满足于自己的操作材料，而是走到其他小组借用人家的操作材料，与自己的

材料一起设置“机关”。由此说明，我们在投放材料时，要合理投放，材料的投放

不能限制幼儿的创造性。

3.1.5.3.4 合理控制活动时间以确保活动完整有效

由于延伸活动中，研究者先讲解后操作，导致幼儿的操作时间不足。活动时间

结束时，大部分幼儿意犹未尽，教师在安排活动时，一定要注意时间的把控，确保

活动完整有效。

ij1j� 第三个行动��

3.1.6.1 针对第二个行动反思的改进

针对第二个行动循环中的问题，研究者做出以下改进：

3.1.6.1.1 考虑到活动时间不足，研究者在与合作老师讨论后，决定删除绘本中

第四个场景并修改 PPT。

3.1.6.1.2 在延伸活动中，研究者将幼儿的桌椅集中放置。这样操作材料全部放

在一起，幼儿可以发挥想象，自由组合操作材料，进行创造。

图 3.8 操作材料集中放置

3.1.6.2 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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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开始之前，是幼儿的喝水如厕时间。在这个时间段，研究者与合作老师将

幼儿的桌椅从区域中搬到活动室中央，集中摆放，为延伸活动做准备。

活动开始的导入环节、前三个场景引导环节都与第二个循环一样，研究者不再

赘述。

3.1.6.2.1 从绘本故事情节直接导入以引发幼儿的关注

3.1.6.2.2 在情境中引入模式

第三个场景结束后，研究者再次总结，烘烘战士破解的机关都是按照一定的顺

序去排列的。幼儿关于模式的相关经验被唤醒，研究者随后进行了延伸活动。

3.1.6.2.3 延伸活动：动手操作环节

延伸活动的前两个环节都与第二个循环一样，这里不再赘述。

3.1.6.2.3.1 总结绘本内容并延伸故事

3.1.6.2.3.2 由一维模式引出二维模式

3.1.6.2.3.3 幼儿自主创造模式

本次活动中，研究者准备的材料仍旧有立体软积木、水管积木、聪明棒积木、

瓶盖、跳棋等。在合作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将操作材料全部集中放置，便于幼儿自

由选择操作材料。

“现在老师给大家发放了好多玩具，宝贝们篮子里的玩具有不同的形状，还有

不同的颜色，宝贝们好好想一想，要帮助烘烘国王设计一个什么机关呢？”

幼儿开始操作后，研究者巡视每位幼儿的操作情况，对幼儿的创造给予指导与

肯定。以下是部分幼儿作品：出现了很多材料混搭的创造。

图 3.9 瓶盖和聪明棒混搭

3.1.6.3 活动分析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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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中，研究者根据前两次活动出现的问题反思并改进，在实现活动目标

的基础上，通过调整绘本内容使幼儿在延伸活动中有较充足的时间进行创造；集中

投放材料，使幼儿不被材料限制，能够通过材料混搭创造更多作品。

ij2 �学��教学�动���一�一� 一�一� �与¡¢

ij2j1 �学����

对称即物体的一部分和剩下的部分能够完全的重合。《指南》中没有明确提出

关于对称的教育目标，但是对称出现在幼儿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对称的建筑物、花

朵、对称的蝴蝶翅膀等，这些对称的物品看起来更好看更漂亮，会让幼儿感受到安

全感。此外，在幼儿感受美、创造美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对称的经验。比如，在

综合课程中，幼儿认识脸谱涉及到对称；在《大画册》中，需要幼儿画对称画等。

初步选定这一数学概念后，再次查看本班幼儿数学用书《蒙氏数学》，发现对称是

幼儿需要具备的重要经验之一。最终和主班老师商量后，确定选取对称作为本次研

究的主要内容。

ij2j2 ��的~取

确定对称这一数学概念后，研究者初步选定《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这一本

绘本。又通过仔细研读该绘本，并结合幼儿用书中关于“对称”这一概念对幼儿的

要求，发现这本绘本符合优秀绘本的标准，最终确定选取《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这本绘本。具体原因如下：首先，这本绘本概念正确，故事情节贴合实际并且简单

易懂，故事主人公为幼儿感兴趣的小动物，能够在最开始就引发幼儿的兴趣；其次，

绘本图画清晰，色彩符合幼儿的审美，从绘本图画中，幼儿可以轻松地了解到故事

的主要内容。最后，该绘本故事中，有很多可以供幼儿实际操作的环节，能够在讲

故事的同时，帮助幼儿通过实际操作积累经验，并且在绘本最后有适宜开展的延伸

活动，能够为研究者设计活动提供参考。

ij2ji ����与��方式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讲述的是兔子波利和小猪楚楚分东西的故事。故事

中分东西的方法均与对称有关。幼儿通过故事中分东西的进展感知对称的概念。该

绘本的故事概括为：兔子波利和小猪楚楚一直住在同一个房子里，擅长打扫卫生的

波利总是看不惯乱糟糟的楚楚，喜欢做料理的楚楚也看不惯连吃蔬菜都挑剔的波利。

有一天，它们又吵架了，在生气中，它们决定分开生活。于是开始把房间里的东西

分成两部分，对于只有一个的东西，比如圆形的脚垫、桃心的画框、漂亮图案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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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波利最喜欢的那件披风，它们决定都分成一模一样的两半。看着曾经一起用的

东西都被分成了两半，它们很难过，流着泪决定“还是一起生活吧”。最终它们花

了很长时间一起整理了房间，撕碎的东西也都一一拼起来了。

在将物品分成一模一样的两份的过程中，楚楚歪歪斜斜的划线，一边大一边小。

为了分出一样大小的两半，波利重新划线。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幼儿观察思考为什

么沿着楚楚画出来的线分开就是一边大一边小，而沿着波利画出来的撕开就是一样

大呢？我们在分东西的时候怎么样就能保证分的大小一样呢？此绘本故事情节简

单，概念突出，研究者决定采用将绘本贯穿整个活动的方案。活动随着故事内容的

发展而发展，绘本故事贯穿于活动的每个环节中，研究者在活动与绘本故事中寻找

契合点，将操作活动整合在故事中。最后，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设计延伸活动。下

面是这本绘本的封面：

图 3.10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绘本封面

绘本内容以电子版的形式呈现，研究者通过将绘本拍照并制作 PPT，在本班电视

上播放，研究者边播放 PPT，边讲述故事。

ij2j4 第一个行动��

3.2.4.1 活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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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幼儿了解什么是“对称”，能够判断出哪些是对称图形哪些不是对称图形；

知道对称图形可能有多条对称轴，并能够在对称图形上画出一条对称轴；让幼儿在

故事中体会数学的重要性。

3.2.4.2 活动准备

绘本 PPT、操作材料圆形脚垫、操作材料相框、操作材料被子、延伸活动材料等。

3.2.4.3 活动过程

3.2.4.3.1 通过故事主人公引入以激发幼儿兴趣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故事情节简单易懂，数学概念突出，研究者先将绘

本内页的一张图片呈现出来，让幼儿观察图片中小动物，从而引出绘本故事。以下

是这张图片：

图 3.11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内页

Y：“小朋友们，大家看看电视上这张图，上面有什么小动物呀？”

C：“一只小兔子和一只小猪。”

C：“床上有一只肥猪，哈哈哈。”

Y：“这只可爱的小兔子叫波利，胖胖的小猪叫楚楚。今天呢，老师要给大家讲

波利和楚楚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此时，幼儿非常认真，眼神里充满好奇，注意力非常集中，就连平常上课容易

打瞌睡的崔凯荣小朋友都紧盯着 PPT。

Y：“波利和楚楚住在一起，擅长打扫卫生的波利总是看不惯乱糟糟的楚楚，而

喜欢做美食的楚楚也看不惯连吃蔬菜都挑剔的波利。他们总是争吵，这天，他们又

吵起来了，他们决定要分开自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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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2 随着故事推进引导幼儿理解数学概念

此时，幼儿都能认真聆听，研究者开始准备进入本次活动的数学主题——对称。

通过帮助波利和楚楚分东西，理解何为“一半”、“一模一样”，进而理解“对称”。

Y：“波利和楚楚把房间里的盘子、水杯、书、花这些东西都分成了两半，各自

拿走自己的。”

Y：“但是圆形的脚垫只有一个，怎么能够把它分成一样大的两半呢？”

C：“一人一半就好了！”

C：“从中间掰开！就像我妈妈掰饼一样。”

Y：“有小朋友说和掰饼一样，从中间分开，那我们看看楚楚是怎么分的呢？楚

楚画出这样一条分割线，这样把脚垫分成一样大小的两半了吗？”

C：“没有。”

C：“它分得不对。”

C：“应该要从中间分开。”

此时，所有幼儿都能够判断出小猪楚楚的分法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幼儿的思

维紧跟故事的发展，并能主动思考。

Y：“这个时候兔子波利和小朋友们一样，着急地对小猪楚楚说‘不对啊，我来

做，你好好看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兔子波利做得对吗？”

C：“对”

此时，幼儿对于“从中间分开”认识很好，研究者继续追问“你们怎么知道是

完全一样大的两半呢？”

C：“就是一样大啊。”

C：“看起来是一样的。”

C：“比一比不就好了？”

研究者拿出准备好的操作材料，向幼儿演示通过对折的方法，将脚垫分成一样

大小的两半。并且借此告诉幼儿“像这个圆形的脚垫一样，对折起来能够完全重合，

这个图形就是对称图形”，引导幼儿重复这个图形是“对称图形”后，引发幼儿的

思考：“孩子们，除了圆形外，还是哪些图形是对称图形呢？”幼儿纷纷举手，幼

儿都能够举出“长方形”“正方形”。还有一部分幼儿喊出“三角形”“梯形”，

由于幼儿认知水平中的所有三角形都是等腰三角形，所有梯形都是等腰梯形，因此

没有特别向幼儿强调“三角形、梯形是对称图形”的不严谨性。由此可见，通过理

解绘本故事，幼儿已经理解了“对称”的数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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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将准备好的操作材料分发给幼儿，让幼儿亲自操作。以下是操作材料：

图 3.12 操作材料：圆形脚垫

幼儿在操作过程中，都能够理解“从中间分开”的含义，有的幼儿直接在“脚

垫”中间画出一条横线，将其分成两半。一部分幼儿，则采取对折的方法，在对折

的过程中，大部分幼儿明确是将“圆形的脚垫”对折，有两位幼儿是将整个操作材

料对折，其中一名幼儿画出的分割线如下：

图 3.13 幼儿操作后的图片

此幼儿的做法侧面反映出幼儿对于“对称”理解不是很透彻，针对该幼儿的情

况，研究者及时对幼儿沟通引导，了解幼儿的想法，帮助幼儿理解并重新操作。活

动结束后，对此进行反思。

剩下的两次分割也是采取相同的策略，此处不再赘述。幼儿在整个活动中都非

常积极，注意力也很集中。以下为后面两次分割的操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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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操作材料：相框

图 3.15 操作材料：被子

3.2.4.3.3 根据绘本中的数学概念设计延伸活动——画对称画

研究者根据绘本中的数学概念，设计了延伸活动——画对称画。由于幼儿特别

喜爱涂鸦，对色彩感知比较敏锐，同时，通过画画的方式，能够帮助幼儿表达自己。

因此，研究者决定将延伸活动设置为一次绘画活动。延伸活动内容分成两部分，第

一部分中，要求幼儿通过涂色，将图形变成对称图形。第二部分中，给出幼儿桃心

和蝴蝶的一半，要求幼儿将不见的左边或者右边画出来，并涂上颜色。以下为延伸

活动的两个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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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延伸活动材料一

图 3.17 延伸活动材料二

研究者将上面图片先在 PPT 上播放，然后向幼儿说明：

Y：“宝贝们，小猪楚楚通过这次吵架又和好的经历，它明白了什么是对称图形，楚

楚觉得对称图形好漂亮啊，他想把这些图形也变成对称图形，你们能帮一帮它吗？”

接着研究者将活动材料发放给幼儿，请幼儿自行涂色。以下为部分幼儿的操作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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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幼儿作品

延伸活动中，幼儿都能够积极快乐地参与其中。在第一部分中，幼儿基本能够

找出相同的颜色涂色。第二部分中，由于幼儿对线条的掌控不熟练，他们在绘画的

过程中，不能够很准确地画出另一半，只能在理解的基础上画出大概形状。针对这

个情况，研究者没有过多地强调绘画的准确性，而是注重幼儿对概念的理解与认识。

3.2.4.4 活动分析与反思

本次活动采取由绘本人物导入的策略，在整个活动中，幼儿注意力很集中，能

够积极思考，并根据研究者的引导与提问理解核心概念并动手操作。但由于研究者

经验不足，在活动过程中，有一些细节地方没有思考到位，导致幼儿在操作过程中

难度加大。活动结束后，根据与主班老师的讨论、搜集到的幼儿的操作材料，研究

者做出以下总结与反思：

3.2.4.4.1 充分利用绘本图画以发挥幼儿主观能动性

在本次活动中，研究者首先出示了一张内页，让幼儿了解到故事的两位主人公。

之后再讲到这一页时，研究者直接告诉幼儿：擅长打扫卫生的波利总是看不惯乱糟

糟的楚楚，而喜欢做美食的楚楚也看不惯连吃蔬菜都挑剔的波利。在活动结束后，

主班老师对此提出建议，对此，我们进行了讨论：

T：这张图片能够很好地反应出房间里的东西被扔得乱七八糟，而且波利刚从外

边回来，楚楚则是跪坐在床上，幼儿可以通过自己观察、集体讨论的形式得出结论。

这样，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引出接下来两人的矛盾，从而分割东西；另一方面，更有

利于幼儿发散思维，积极参与活动。

Y：集体活动中直接讲述的方式确实不能充分发挥幼儿的主观能动性，当时主要

是考虑直接讲述的方式用时比较短。如果引导幼儿观察、发现、总结，确实能够帮

助幼儿发散思维，更有利于幼儿积累经验，不过时间上可能比较紧张。

由于幼儿认识的汉字较少，很难通过绘本上的汉字阅读绘本，因此引导幼儿关

注绘本上的图片，通过分析绘本图片得出更多信息能够帮助幼儿更好的理解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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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集体活动时的积极引导，不仅仅能够帮助幼儿在本次活动中积极观察与思考，

还能够帮助幼儿学习如何通过绘本图片读懂绘本，这样，在幼儿独立阅读绘本时就

能够通过观察分析图画，自己读懂绘本。

3.2.4.4.2 操作材料要符合幼儿的思维特点以便幼儿操作

活动过程中的第一个操作材料，可以通过将“圆形的脚垫”对折的方式将其分

成两部分。研究者在准备操作材料时，选取的是绘本中的一张图片，这张图片中，

小猪楚楚和兔子波利站在脚垫的旁边，研究者在截取脚垫时，考虑到操作材料的有

趣性，保留了两位主人公，因此，截取的图片为长方形。但是，研究者没有考虑到

幼儿在自己操作时，对折“圆形的脚垫”难度较大，还有两名幼儿直接将操作材料

对折。这个操作材料没有充分考虑幼儿的思维方式，容易误导幼儿，并且在无形中

加大了幼儿的操作难度。通过此次活动，研究者认真反思，在准备操作材料时，不

能一味地追求趣味性，更要注意操作材料要符合幼儿的思维特点，容易操作。

3.2.4.4.3 延伸活动时间不足

本次活动中，故事情节较简单，但是需要幼儿动手操作的材料较多，最后在延

伸活动时时间不足。研究者与主班老师讨论后，认为延伸活动没必要设置两个，可

以删掉其中一个。延伸活动第一部分，幼儿通过涂相同颜色，使图形变为对称图形；

延伸活动第二部分，幼儿通过补充桃心和蝴蝶的另一半，使它们变成对称图形。对

比两个延伸活动，第一个难度小，基本所有幼儿都能完美的涂色，不能达到检验集

体活动效果的目的。因此，研究者决定删除延伸活动的第一部分，保留延伸活动的

第二部分。

ij2j5 第二个行动��

3.2.5.1 针对第一个行动反思的改进

针对第一个行动循环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者做出以下改进：

3.2.5.1.1 由引导幼儿观察图片总结故事背景代替直接讲述，增加幼儿的参与

性，帮助幼儿积累观察图片的经验。

3.2.5.1.2 活动过程中，第一个活动场景的操作材料“圆形的脚垫”由原来的长

方形改为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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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圆形脚垫的改进

3.2.5.1.3 删除延伸活动第一部分。

3.2.5.2 活动过程

3.2.5.2.1 通过故事主人公引入以激发幼儿兴趣

在引入环节，研究者仍旧通过故事主人公引入，只是在介绍故事背景时，研究

者通过引导幼儿观察、分析、总结的方式，期望提升幼儿阅读图画的能力。

Y：“小朋友们，我们看看电视上这张图，上面有什么小动物呀？”

C：“小兔子和猪猪！”

C：“猪在床上，小兔子刚进门。”

Y：“这只可爱的小兔子叫波利，胖胖的小猪叫楚楚。今天呀，老师就要给宝贝

们讲一讲波利和楚楚的故事，这个故事叫做《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Y：“波利和楚楚住在一起。但是，今天波利回家后，她看见家里的样子就好生

气呀！宝贝们，你们猜一猜波利为什么生气呢？”

C：“衣服都掉地上了，楚楚也不捡起来，真是懒猪！”

C：“还有床上扔的乱七八糟的！”

C：“书也扔了一地！”

Y：“小朋友们，你们观察的真仔细，棒棒哒！其实就是因为楚楚总是把房间弄

的乱七八糟的，波利才会特别生气。”

C：“老师老师，我爸爸也总惹我妈妈生气。”

Y：“那波利很生气呀，她就不想再和楚楚一起住了，她要和楚楚分开！”

故事背景总结到这里，发现幼儿对故事的理解更加透彻，感情代入更深。在此

基础上，研究者开始准备引导幼儿进入第一个场景——分圆形的脚垫。

3.2.5.2.2 随着故事推进引导幼儿理解数学概念

在引导幼儿认识“从中间分开才能分的一模一样”这一环节中，本次活动与第

一次活动类似，这里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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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个场景快要结束时，幼儿对于“从中间分开”认识很好，研究者继续追

问“你们怎么知道是完全一样大的两半呢？”

C：“就是一样大啊。”

C：“看着一样大。”

Y：“我们来比一比吧！”

研究者拿出修改好的操作材料，向幼儿演示通过对折的方法，将脚垫分成一样

大小的两半。并且借此告诉幼儿“像这个圆形的脚垫，对折起来能够完全重合的图

形就是对称图形”。接着，引发幼儿的思考：“孩子们，除了圆形外，还是哪些图

形是对称图形呢？”这些幼儿能够举出“长方形”“正方形”。还有一部分幼儿喊

出“三角形”“梯形”。（由于幼儿认知水平中的所有三角形都是等腰三角形，所

有梯形都是等腰梯形，因此没有特别向幼儿强调“三角形、梯形是对称图形”的不

严谨性。）接着，将准备好的操作材料分发给幼儿，让幼儿亲自操作。下图为本次

活动的第一个操作材料。

图 3.20 修改后的操作材料一

本次操作中，所有幼儿都可以通过对折的方法准确的将圆形脚垫分成一模一样

的两部分。

3.2.5.2.3 根据故事中的数学概念设计延伸活动——画对称画

延伸活动中，删除第一部分通过涂色使图形变成对称图形。保留第二部分，给

出幼儿桃心和蝴蝶的一半，要求幼儿将不见的左边或者右边画出来，并涂上颜色。

3.2.5.3 活动分析与反思

3.2.5.3.1 增加幼儿的参与感以便调动幼儿的积极性

本次活动中，对背景的介绍，由研究者讲述变为幼儿总结。由被动的“听”变

为主动的“说”，提高了幼儿对绘本故事的参与感，幼儿积极性明显提高。我们在

集体活动过程中，要以幼儿为主体，这一举措有利于提高幼儿的专注力、语言组织

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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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3.2 准备便于幼儿操作的操作材料

操作材料“圆形脚垫”由原本的长方形材料变为圆形，所有幼儿都能够通过对

折的方式分割脚垫。这样，操作材料更加准确，降低操作难度，能够更好的帮助幼

儿理解“对称”，便于幼儿动手操作，也有利于降低幼儿对数学的恐惧，培养幼儿

对数学的兴趣。

3.2.5.3.3 活动时间仍旧不足

研究者与主班老师讨论后，认为本次活动时间仍旧不足的原因有两个：第一，

在引导幼儿观察图片自主总结的环节，增加了幼儿讨论时间，最终导致活动时间不

足；第二，延伸活动为画对称画，幼儿操作起来难度较大，反复修改，用时较长。

下次活动需要注意把控时间。

ij2j� 第三个行动��

3.2.6.1 针对第二个行动反思的改进

在第二个行动循环中出现的问题主要为时间不足。与主班老师商量后，在本次

活动中，研究者决定将延伸活动由画对称画变为寻找生活中的对称物品，并介绍给

小伙伴。

3.2.6.2 活动过程

第三次活动的引入环节、数学概念融入环节都与第二次循环相同，研究者不再

赘述。

3.2.6.2.1 通过故事主人公引入以激发幼儿兴趣

3.2.6.2.2 随着故事推进引导幼儿理解数学概念

3.2.6.2.3 根据故事中的数学概念设计延伸活动

本次活动中的各个场景都是生活场景，场景中的物品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考虑到画对称画时间不足，研究者不好把控活动效果。因此，研究者决定将延伸活

动设置为“寻找生活中的对称物品”。

Y：“圆形的脚垫是对称的，波利和楚楚最喜欢的衣服也是对称的，漂亮的蝴蝶

还是对称的，宝贝们，你们身边还有哪些漂亮的对称的物品呢？你可以介绍给其他

小朋友们吗？”

C：“哈哈，我知道，老师的眼镜是对称的！”

C：“婷婷老师的脸谱是对称的！”

Y：“哈哈，宝贝们观察得很仔细哦，还有什么是对称的呢？”

C：“墙上的五角星是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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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还有还有蝴蝶是对称的。”

Y：“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对称的物品，今天我们回家找一找，还有哪些对称

的物品呢？明天来告诉老师，好吗？”

3.2.6.3 活动分析与反思

本次活动中，研究者根据前两次活动出现的问题反思并改进，在实现活动目标

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延伸活动，合理把控活动时间。将延伸活动变为“寻找生活中

对称的物品”，不仅帮助幼儿强化对称的概念，并且能够帮助幼儿发现对称的美，

培养观察发现生活的好习惯。

本次活动结束后，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幼儿在美工区剪纸时，总会剪出对

称的窗花，并且向其他小朋友展示。对称进入到了幼儿的生活与活动中，幼儿开始

对数学充满兴趣。

iji �学��教学�动���£¤¥¦�与§¨©ª

ijij1 �学����

自然测量是指利用身边经常看到的物品，如脚步、曲别针、玩具、粉笔等，作

为测量工具进行直接测量，进而比较一些事物的长短、粗细、高矮、轻重等。《指

南》中，在数学认知目标二中，对大班幼儿的第一条描述为“初步理解量的相对性”。

结合具体事物让幼儿经过多次比较理解“量”是相对的。在本幼儿园下发的大班发

展指南中，明确提出“自然测量”的目标。

表 3.2 大班幼儿《自然测量》具体核心经验目标

数学核心经验 具体目标

自然测量 “初步理解量的相对性”，结合具体事物让幼儿经过多

次比较理解“量”是相对的

ijij2 ��的~取

选定这一数学内容后，研究者初步选定《树叶尺子》与《驼背奶奶与老虎》这

两本绘本。这两本绘本都是出自《你好！数学》系列，绘本图画清晰，色彩鲜艳，

故事情节符合幼儿的思维认知特点。其中，《树叶尺子》主要让孩子学会用任意单

位测量长度，并进行间接比较。《驼背奶奶与老虎》则主要让孩子学会用任意单位

测量面积。长度是本班幼儿的前期经验，而面积几乎没有接触。在已有前期经验的

基础上，发展新内容，符合幼儿的思维发展特点。本次活动重要目标是让幼儿了解

并学会应用身边的事物进行测量和比较，如果选用《驼背奶奶与老虎》这本绘本，



第三章 行动研究的实施过程

35

“面积”这一概念便成为另一个难点，会增加本次活动的难度。因此，研究者选取

《树叶尺子》作为本次活动的绘本材料。

ijiji ����与��方式

《树叶尺子》主要讲述，丛林中的小动物都争先认为自己的尾巴更长。松鼠的

尾巴可以把它的全身卷在里面；猴子的尾巴可以勾住树枝，摘到美味的水果；河狸

的尾巴能将水里的鱼儿吓得魂飞魄散；袋鼠的尾巴能让它砰砰跳跃；长颈鹿的尾巴

能将蚊虫全赶跑；小猫的尾巴能够伸进水里钓鱼。小动物们都觉得自己的尾巴最长，

它们把自己的尾巴伸出来，还是比较不出谁的尾巴最长。最终，熊奶奶做了一把树

叶尺子，帮它们量出各自的尾巴有几片树叶长，最终量出袋鼠的尾巴是最长的。在

熊奶奶的劝说下，其它小动物也明白了，不管尾巴长还是短，对自己来说，它都是

十分珍贵的。

在活动实施过程中，研究者将绘本拍照制作 PPT，在班级电视上播放。此绘本故

事情节性比较强，研究者决定采用边讲故事，边与幼儿讨论、引导幼儿思考的形式，

将集体教学目标融入绘本故事中，在玩中学，学中玩。活动结束后，在绘本故事的

背景下，发展相对应的延伸活动。以下是该绘本故事的封面。

图 3.21 《树叶尺子》封面

ijij4 第一个行动��

3.3.4.1 活动目标

知道可以用周围的物品测量长度；能用相同长度的物品测量周围物体并表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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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结果；愿意用自然测量的方法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简单问题。

3.3.4.2 活动准备

绘本 PPT、大小树叶尺子、曲别针

3.3.4.3 活动过程

3.3.4.3.1 从故事情节直接导入以引发幼儿兴趣

经过前两次的活动，幼儿已经知晓打开 PPT，便是要讲绘本故事了。本次活动中，

研究者刚打开 PPT 时，个别幼儿便喊出“原来，老师要给我们讲《树叶尺子》的故

事啊”。对于绘本故事，幼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接着研究者放映绘本第一页，引

出本次绘本故事的主人公——丛林里的小动物们。

Y：“小动物们在争吵什么呢？原来它们在争论谁的尾巴最长？我们一起来听一

听吧？”

3.3.4.3.2 随着故事推进讲解数学概念

Y:“诶？这是什么动物呀？”

C:“小松鼠”

Y:“小松鼠说，‘我的大尾巴可以把它整个身体都包裹住，所以我的尾巴最长。’

宝贝们，你们想一想，要是你也有一条可以包裹住身体的尾巴，你觉得你的尾巴长

吗？”

C:“长”

C:“还是小猴子的长。”

C:“我觉得没有小猫的长。”

Y：“有的小朋友说还是小猴子和小猫的尾巴长，我们来看看小猴子的尾巴有多

长呢？”

……

接着，研究者将小动物们的争论一一讲述给幼儿，此时，有的幼儿觉得是小猴

子的尾巴长，有的幼儿觉得是小猫的尾巴长，还有的幼儿觉得是袋鼠的尾巴最长。

他们和小动物们一样，激烈的争吵了起来。争吵了一会后，研究者提出问题：“宝

贝们，通过争吵，你们能知道谁的尾巴最长吗？”一部分幼儿情绪低落地回答“不

能”，一部分幼儿仍旧在激烈的表达着自己的意见。研究者在维持秩序后，继续讲

述故事：“小动物们和大家一样，谁也没有说服谁，于是，它们决定去问问熊奶奶，

我们一起来看看熊奶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故事讲到这里，所有幼儿注意力都很集中，他们都有很强的求知欲。此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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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幼儿已经萌发竞争意识，他们希望知道，到底是谁的尾巴最长，自己猜的对不对

呢？带着这样的好奇心，研究者继续引导幼儿。

Y：“熊奶奶听了小动物们的讲述后，找来了一些同样大小的树叶，把它们一片

一片的连接起来。熊奶奶做的这是什么呀？”

C：“我知道啦我知道啦，这就是树叶尺子！”一名幼儿兴奋地大喊着。

此时，研究者取出事先做好的由相同大小的树叶串连起来的一把树叶尺子，“这

就是熊奶奶的树叶尺子，宝贝们，你们来看看，这把树叶尺子的每片树叶的大小一

样吗？”

C：“都一样！”

接着，研究者再次取出一把由不同大小的树叶串连起来的尺子，继续提问“宝

贝们，这把尺子可以用来测量小动物们的尾巴吗？”

C：“不能，就不一样了”

C：“那个不一样大”

由此可见，幼儿在积极思考，并且能够根据绘本情境，得出“树叶要一样大”

的结论。研究者总结幼儿对“相同大小”的理解，“大小不同的树叶测量起来是不

准确的，所以我们在做尺子时，一定要选择大小一样的东西哦。”

以下是研究者在活动之前准备的树叶尺子。

图 3.22 大、小树叶尺子

“用相同大小的物品制作尺子”，这一数学内容解释清楚后，研究者继续和幼

儿一起观看绘本故事。最终确定是小袋鼠的尾巴最长时，有两名幼儿非常激动，大

喊着“我就觉得是小袋鼠，就是小袋鼠的尾巴最长了，我猜的就是小袋鼠！”。其

他幼儿则情绪比较低落，幼儿已经完全沉浸在绘本故事中，仿佛自己就是故事中的

小动物。正因为幼儿能够完全沉浸在绘本故事中，他们才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尺子”

是一样大小的树叶做成的，从而理解如何测量。接着，研究者继续引导幼儿，升华

情感。

Y：“虽然袋鼠的尾巴比其它小动物的尾巴长，但是，不管尾巴长还是短，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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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尾巴对自己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就像我们小朋友的头发，女小朋友头发长长的，

扎着辫子，非常好看；男小朋友的头发短短的，非常精干。不管头发长还是短，对

我们来说，头发都是非常珍贵的！”此时，幼儿不再纠结于到底谁的尾巴最长，而

是认识到不管长短，它都是非常珍贵的。

接着，幼儿开始开开心心地讨论，能不能用树叶尺子测量女小朋友的辫子呢？

这样，自然结束绘本故事，进入延伸活动。

3.3.4.3.3 设计延伸活动

讲完绘本故事后，研究者开展了延伸活动。首先，请幼儿用树叶尺子测量小朋

友的头发，男小朋友使用小树叶尺子，女小朋友使用大树叶尺子。幼儿在快乐地游

戏着。

3.3.4.4 活动分析与反思

本次活动由故事情节直接导入，抓住幼儿的兴趣与好奇心，一步步引出自然测

量的内容。本次活动中，幼儿仿佛已经变成了故事中的小动物，全身心的投入到绘

本情节中，积极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参与讨论。研究者通过整理与反思，做出以

下总结：

3.3.4.4.1 结合幼儿前期经验选择绘本以期更好地达到活动目标

作为一线幼儿教育工作者，每次设计活动时，都需要把握活动目标，然后根据

目标确定活动内容，设计活动方案。本次集体数学教学活动主要目标是使幼儿理解

什么是自然测量并学会使用自然测量的方法比较事物的长短、高矮等。在确定这一

主要目标后，在同样符合优秀绘本标准的条件下，研究者选择的绘本是《树叶尺子》，

而不是《驼背奶奶与老虎》，主要考虑到本班幼儿的前期经验。将幼儿的前期经验

与活动目标结合考虑，才能在已有前期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新内容，更好地实现活

动目标。

3.3.4.4.2 操作材料要符合实际情况

延伸活动中，由于小朋友的头发长度差异不是很大，因此在用树叶尺子比较时，

幼儿不容易得出结论，教师在准备操作材料时要选择符合幼儿认知并且容易操作的

材料。此外，在测量的过程中，男小朋友帮女小朋友测量，只是发展了男小朋友的

经验；而男小朋友的头发不能使用树叶尺子测量，即使是小树叶尺子也无法测量。

在下一次活动中要格外注意延伸活动的设置。

ijij5 第二个行动��

3.3.5.1 针对第一个行动反思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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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第一个行动循环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者改变延伸活动，将“用树叶尺子测

量小朋友头发的长短”改为“用曲别针测量书包的高低”。

3.3.5.2 活动过程

前面故事引入环节、数学概念融入环节均与第一次活动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3.3.5.2.1 从故事情节直接导入以引发幼儿兴趣

3.3.5.2.2 随着故事推进讲解数学概念

3.3.5.2.3 以故事为背景发展延伸活动

故事讲完后，研究者请幼儿用曲别针作为尺子，测量自己书包的高度，然后再

和其他小朋友书包的高度做比较。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先示范如何制作曲别针尺子，

再观察指导。

Y：“宝贝们，熊奶奶能够利用树叶尺子测量动物们的尾巴，你们能用曲别针测

量你们自己书包的高度吗？”

C：“能，我能！”

Y：“在测量之前，我们是不是得做一把曲别针尺子呀？老师这里给大家准备了

曲别针，我们一起试着做一做吧！”

接着，研究者将曲别针分发给幼儿，与幼儿一起制作曲别针尺子。幼儿在制作

尺子的过程中，有的幼儿手指小肌肉很发达，很快就做好了，有的幼儿操作起来比

较困难，最后时间不足，只能把测量比较放在自由活动时间，幼儿自主去测量和比

较。

3.3.5.3 活动分析与反思

本次活动中，出现的问题仍旧是时间不足的问题。研究者反复思考，教师怎样

能够很好地控制活动时间以完成所有的活动目标呢？除了积累经验，提升自身教学

素质外，教师准备活动时，应该至少设置两个可供选择的延伸活动：一个较容易、

不耗时的；另一个则是需要较长时间完成的。在实际实施活动过程中，教师再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其中一个实施延伸活动。

ijij� 第三个行动��

3.3.6.1 针对第二个行动反思的改进

针对第二个行动反思，研究者设置了两个延伸活动，一个为“两个小朋友合作

制作曲别针尺子测量并比较书包的高度”，另一个为“寻找活动室中可以制作尺子

的材料”。

3.3.6.2 活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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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在前两个环节均无改变，这里不再赘述。

3.3.6.2.1 从故事情节直接导入以引发幼儿兴趣

3.3.6.2.2 随着故事推进讲解数学概念

3.3.6.2.3 以故事为背景发展延伸活动

故事结束，开展延伸活动时，距离整个活动结束只剩下六分钟，因此研究者选

择了“寻找活动室中可以制作尺子的材料”作为本次的延伸活动。

Y：“熊奶奶用树叶做了一把尺子，宝贝们，你们来观察一下，我们活动室里，

哪些物品可以用来制作一把尺子呢？”

C：“我知道我知道，聪明棒可以做尺子”

C：“多米诺骨牌也能”

C：“哈哈，还有老师的粉笔”

C：“……”

幼儿非常积极地观察寻找着，并激烈讨论着，最后顺利结束延伸活动。幼儿在

次日上午区域活动中，利用区域中的材料制作了自己的尺子。

3.3.6.3 活动分析与反思

在绘本故事《树叶尺子》中，通过引导幼儿利用大小相等的树叶制作尺子，从

而顺利地比较出小动物们尾巴的长短。通过这个绘本故事，幼儿能够联想到利用树

叶尺子测量比较小朋友们头发的长短。通过延伸活动，幼儿将绘本中学到的经验运

用于生活中，利用自己的玩具实现自然测量。这样能够帮助幼儿意识到，数学知识

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生活难题，激发幼儿对数学的兴

趣。



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41

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旨在探讨如何将绘本有效的融入大班数学集体教学活动中，尝试解决在

绘本运用于数学集体教学活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者通过将绘本融入大班数学

集体教学活动的三个活动案例进行行动研究，对绘本融入大班集体教学活动有了初

步了解。

研究者在行动过程中发现，用绘本组织大班数学集体教学活动能够提高集体活

动效果，提升幼儿对数学的兴趣，绘本运用于数学集体教学具有较好的效果。研究

者在行动研究过程中，通过实践总结出一些较为有效的策略，下面逐条说明。

4j1 研究结论

根据研究目标与研究过程，研究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结论进行阐述：将绘本融

入大班数学集体教学活动中具有可行性；绘本融入大班集体教学活动中需考虑数学

元素的确定、绘本的选取、活动的设计、活动的实施与延伸等环节；绘本融入大班

数学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影响。

4j1j1 ��«¬大�学��教学�动中®t¯行°

研究者通过将绘本运用于大班集体教学活动的三个案例，发现运用绘本进行大

班集体教学具有可行性。首先，绘本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幼儿的生活中，数学绘本或

者含有数学概念的绘本资源丰富，一线教师可以挑选到适合本班幼儿数学认知发展

水平的绘本，这为绘本运用于数学集体教学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相对于传统的

数学认知方式，幼儿更喜欢以绘本故事来认知数学内容，在实际情境中，幼儿更容

易理解复杂的数学概念，这为绘本融入数学集体教学提供了心理基础。最后，绘本

融入大班数学集体教学取得一定的效果，得到园内老师的普遍认可，这说明绘本融

入幼儿园大班数学集体教学具有可行性。

4j1j2 ��«¬大��教学�动中±考²�动的³个�´

绘本融入数学集体教学活动中要从数学元素的确定、绘本的选取、活动的设计、

活动的实施等环节考虑。

4.1.2.1 数学元素的确定

用绘本组织幼儿园数学集体教学的目的是让幼儿轻松愉快的掌握数学知识，因

此教师在选择数学元素时，一方面要符合幼儿的年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要结合

幼儿的前期经验。选择符合幼儿年龄水平的数学元素主要参考《指南》和《纲要》

这两个纲领性文件中，对不同年龄段幼儿在数学认知方面的目标和内容。这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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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必须熟知这两个文件，这样才能为幼儿选择出适合他们年龄特点与发展水平的

数学元素。此外，教师要对本班幼儿的前期经验具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在选择具体

的数学元素时，才能够心中有数，游刃有余。

4.1.2.2 绘本的选取

确定具体的数学元素后，教师才能够根据确定的数学元素挑选绘本。市面上的

数学绘本以及含有数学元素的绘本有很多，这些绘本千差万别，为了使集体活动更

加顺利有效的展开，教师在选择绘本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4.1.2.2.1 了解优秀绘本标准以甄别绘本优劣

随着绘本越来越多的被利用在幼儿各个领域的教学中，绘本的价值得到普遍的

认可，可供我们选择的绘本也越来越多。但是，市面上出现的绘本质量参差不齐，

教师在选择绘本时，需要知晓优秀绘本的标准。能鉴别绘本中数学概念的正确性，

数学内容符合幼儿的发展水平，选择贴合幼儿生活实际的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绘

本画面符合幼儿的审美等。只有筛选出优秀绘本，才能够为绘本融入教学活动做好

准备。

4.1.2.2.2 了解绘本来源以更快更好地选择绘本

数学绘本或者含有数学元素的绘本都可以用于数学集体教学活动中。绘本从哪

里来，研究者根据自己查找绘本的经验，做出以下两点总结：首先，优先选择市面

上成体系的数学绘本，如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你好！数学》系列等，这些

成体系的绘本是根据幼儿发展水平，按照幼儿年龄特点分段编写的，基本覆盖了学

前至小学低阶段的数学内容。教师可以直接筛选本年龄阶段的系列绘本，再从中选

出含有目标元素的绘本安排数学集体活动。这样，教师可以用最小的精力选出适合

的绘本。此外，教师还可以从国际优秀绘本中挑选含有数学元素的绘本加以利用。

这些绘本不是专门为数学设计的，但是绘本中数学元素突出，如《一寸虫》包含了

自然测量的数学元素，教师可将这些含有数学元素的绘本融入数学集体活动。这类

绘本要求教师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寻找到合适的绘本需要花费较多的精力。

4.1.2.3 集体教学活动设计

设计绘本融入集体数学教学的活动，不仅需要了解本阶段幼儿的发展水平，还

要根据绘本情节设计不同的融入环节。设计活动时，要充分了解幼儿的前期经验，

同时要为幼儿的思考预留空间，使幼儿能够获得发展。

首先，活动设计要考虑幼儿的前期经验，内容要符合幼儿的发展水平。因此，

教师要认真研读《指南》和《纲要》，对本年龄阶段幼儿的发展水平做到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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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结合幼儿的前期经验，选取合适的绘本，设计适合本班幼儿的活动方案。在设计

活动方案之前，教师也可以通过与家长、幼儿交谈的方式，了解幼儿现阶段的发展

水平。活动内容不能高于或低于幼儿的发展水平。

其次，根据绘本特点设计恰当的融入方式。有的绘本数学概念比较突出，有的

绘本则故事性比较强。数学概念突出的可以将绘本故事贯穿整个活动；故事性比较

强的可以作为导入，以此激发幼儿兴趣；有的数学元素需要着重指引的，可以将绘

本故事作为背景材料，为新的数学元素的学习做铺垫。

最后，设计适当的延伸活动。延伸活动是集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活动

的扩展和补充。数学教学活动延伸可以通过生活活动、区域活动、环境布置、家庭

教育等形式来开展。在幼儿园活动室内的延伸活动可以借助游戏活动、区域活动、

主题墙等来实施，教师需要提前准备好集体活动与延伸活动所需要的活动材料，这

样一方面能够及时加强幼儿对数学概念的认知，另一方面，能够使幼儿感受到数学

知识的有趣以及数学知识在生活中的应用。

4.1.2.4 集体教学活动实施

绘本融入集体教学活动时，由于绘本是图画书，教师既需要借助语言来阐述故

事，又需要清晰有效的呈现绘本图画。

首先，生动的语言能够激发幼儿的兴趣，帮助幼儿理解数学概念，调节活动氛

围，开展延伸活动等。教师在实施活动时，语言要生动易懂，有技巧性的提问、追

问、反问，帮助幼儿理清数学概念，在绘本故事中升华情感。第一，绘本融入数学

集体教学活动中，是借助绘本讲数学内容，而不是讲绘本。教师要及时对数学内容

进行总结，幼儿的讨论都是零碎的，需要教师通过总结帮助幼儿归纳整理抓重点。

第二，在提问时注意提问技巧，尽量不提像“是不是、对不对”这样的无效问题，

给幼儿预留回答空间，培养幼儿的思考能力。第三，利用语言提示幼儿。很多时候，

幼儿注意力无法集中到数学概念上，要么过多注意在故事情节上，要么过多注意在

画面细节上，当幼儿偏离数学主题时，教师语言就起到了提醒的作用。

其次，清晰有效的呈现图画。图画是绘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幼儿还不认

识很多文字的情况下，图画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教师要为幼儿清晰有效的呈现

绘本画面。研究者采用的方法是将绘本画面扫描成图片，再制作 PPT，活动实施时再

在电视上播放。这种做法能够让所有幼儿清晰的观察阅读绘本图片，有助于幼儿图

文结合的理解绘本所蕴含的数学概念。此外，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画面内容与

播放顺序，以达到最好的活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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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1ji ��«¬�学��教学�动中®tµ¶的·¸

研究者从集体活动过程中幼儿的表现、与合作老师的交谈、家长反馈、幼儿在

延伸活动中的表现等方面来分析用绘本组织大班数学集体教学活动的影响。

4.1.3.1 将数学内容生活化以提升幼儿的数学兴趣

每次活动完成后，研究者都会与合作老师谈论，其中一项便是幼儿在活动中的

表现。比如，以下是自然测量活动结束后，合作老师的描述：

“幼儿已经将自己当做里面的某一只小动物了，他们完全沉浸在绘本故事里面，

就连平时最爱睡觉的凯荣也全神贯注，积极讨论，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此外，幼儿在“东方电视台”当小小播报员时，总会播报我们的数学绘本故事；

在排队领点、吃饭、区域活动过程时，也时常会提到数学绘本故事。由此可见，绘

本融入数学集体教学活动能够提高幼儿对数学的兴趣，并且能够帮助幼儿更好的理

解掌握数学内容。

4.1.3.2 为教师设计数学教学活动提供新思路

数学内容抽象难懂，研究者在与幼儿教师交流数学教学时，总会听到抱怨的声

音，幼儿教师不愿开展数学教学活动，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幼儿对数学内容兴趣不高，

注意力不集中。将绘本融入数学集体教学中，通过故事引入，能够引起幼儿的关注，

随着故事的进展，逐渐激发幼儿的兴趣与参与度。幼儿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数学概

念地讨论与学习中。在学期末交流分享总结会上，研究者将绘本融入数学集体教学

活动的成果展示给本园所有教师，得到园长和所有教师的普遍认可。他们认为，这

种组织数学教学活动的新方式能够将难以用语言表述清楚的数学内容形象生动地呈

现，给了他们很大的惊喜。由此可见，将绘本融入数学集体教学活动为教师组织数

学活动提供了新思路。

4.1.3.3 绘本与数学活动相融合提升了家长的认可与支持

在每次活动结束后，研究者都会把活动操作材料投放在相对应的区域中，幼儿

总是优先选择这些材料进行操作。家长也会经常向研究者反应，每次数学绘本活动

回家后，幼儿都会积极地给他们讲述绘本故事以及里面的数学概念，以前很排斥数

学的幼儿，现在都能滔滔不绝地讲给家长听了。由此可见，绘本融入数学集体教学

中不仅深受幼儿的喜爱，也得到了家长的普遍认可与支持。

4j2 研究建议

通过上述的研究，我们发现将绘本融入数学集体教学活动中是切实可行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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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激发幼儿的兴趣以及幼儿对数学内容的关注。在用绘本组织数学集体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注意把握数学内容，不过分讲述故事而忽略了数学概念，做到用绘本讲，而

不是讲绘本。

4j2j1 ¹º��«¬�学��教学»一方式

绘本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幼儿的生活中，这些绘本大多是在班级活动室的图书角，

用于幼儿的自由阅读，很少会运用于集体教学活动中。说明绘本融入集体教学活动

这一教学方式并没有得到一线教师的关注。利用绘本组织数学集体教学活动有助于

将晦涩难懂的数学概念以故事的形式传达给幼儿，激发幼儿对数学的兴趣。幼儿通

过将数学知识运用到平常的生活活动中，体会数学的有用性，能够提高幼儿对数学

内容的关注。教师和研究者们应该更过地关注绘本融入幼儿园集体教学这一方式，

积极扩展和补充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4j2j2 ¼½��中¾¿的�学ÀÁ

很多绘本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数学元素，具有数学教育价值，可以作为数学集体

教学的素材。越来越多的教师运用绘本开展教育活动，但是很少有教师将绘本用于

数学领域。这说明绘本的数学教育价值还没有得到重视与利用，教师要具有一颗善

于发现的眼睛，做教育的有心人，积极发掘绘本中蕴含的数学元素，开拓数学教学

活动新视野。

4ji �研究的ÂÃ与ÄÅ

在行动研究之前，研究者作为配班老师进入班级，参与本班保教工作，在与主

班老师相互熟悉、与幼儿建立良好关系后，研究者开始实施行动研究。在行动研究

的过程中，研究者通过与主班老师的不断讨论与总结，解决了所有困难，主班老师

以及幼儿共同成长。但是，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本研究还有很多不足。希望这些

不足能够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些许建议。

4jij1 �研究的ÂÃ

第一，本行动的三个数学案例分别选取了模式、对称、自然测量这三个数学概

念，这些只是数学概念中的一小部分，没有涉及到其它方面，可能会有偏漏。

第二，由于研究精力有限，且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本研究中的活动都采用绘本

融入的教学策略，没有与其他数学教学方法做对比。

第三，本次行动研究只在大班进行，没有覆盖其他年龄段，不利于绘本融入数

学教学活动理论与实践的全面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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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由于研究者时间有限，本次研究所选绘本皆为成系列的数学绘本，没有

选用其他含有数学元素的绘本。

4jij2 Æ一Ç研究的ÄÅ

第一，在时间、精力允许的条件下，可以尝试将绘本融入其他数学概念的集体

教学活动中。

第二，可以尝试将绘本融入其他年龄段的数学集体教学中，或者将三个年龄段

同时进行。

第三，可以设置对照班和平行班，对绘本融入集体教学活动与其它教学方法做

对比，搜集量化数据，进行对比研究。

第四，可以尝试将含有数学元素的其他绘本融入数学集体教学中，扩大绘本选

取范围，探索其他不同的融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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