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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学习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的确，在学习心理学中，兴趣

是学习动机中最现实、最活跃的成分，是学习的重要动力。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也比以往

任何时期的教育法规都强调兴趣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的重要

作用。《纲要》不仅将幼儿学习兴趣的培养作为幼儿园教育

的首要目标，而且强调教育内容的选择应当符合幼儿的兴趣

与需要，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应当充满趣味性，甚至将幼

儿学习兴趣的增长作为教育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纲

要》的贯彻与执行，幼儿教师也充分认识到“兴趣”在幼儿

园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意义。于是，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

师们都自觉地想方设法运用各种手段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试图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 那么，如何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呢?教师通常的做法是对学习材料赋予不同的兴趣附属物，从

而达到提高幼儿学习效果的目的。所谓兴趣附属物是指幼儿

在学习过程中插入一些有趣的、与学习主题有关或无关的内

容。这些内容既可以是有趣的挂图、动画，也可以是美妙的

音乐；既可以是新颖的玩具、好玩的游戏，也可以是颇具吸

引力的活动形式(例如竞猜、变魔术或者是师生间有趣的、重

复性的一问一答)；既可以是教师颇具夸张的语气、语调、语

态的运用，也可以是恰到好处的提问和材料的提供等。 通过

这些形式，教师的确可以激发幼儿的兴趣，但是，幼儿兴趣

的激发是否一定能够促进幼儿进行有效的学习呢?我们可以通



过一则案例的剖析，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案例一：科学活

动“有趣的声音”。教师让幼儿为一首儿歌伴奏，为帮助幼

儿掌握节奏型，教师提供了一张非常美的挂图。小朋友一看

都禁不住地说：“哇，太美了!”并开始兴趣盎然地讲起了画

面的内容：“那里有小马在奔跑，好可爱哦。”“它还在叫

呢。”“那些花儿太好看了，颜色可多了，你看，有红色、

黄色⋯⋯”“还有鸭子在游泳!”此时的幼儿，注意力全然不

在教师提供的节奏卡上。① 在幼儿园的实际教育教学活动中

，类似的案例很多。教师通过添加兴趣附属物的方式的确激

发了幼儿的兴趣，但却阻碍了幼儿的有效学习。教师激发幼

儿学习兴趣的努力为何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呢?我们可以借用

国外学者Greeno提到的关于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的理论来解

释兴趣附属物在学习材料中的作用。此理论认为，在新知识

获得中有两个结构变量：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外部联系是

指新材料与存在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的已有的适当观念建立

起实质性的和非人为的联系，即Ausbel所称的有意义学习。

内部联系指新材料的一个方面与新材料的另一个方面的联系

，而与认知结构中的原有观念只是建立起人为的和非实质性

的联系，即Ausbel所称的机械学习。只有当材料的兴趣附属

物能帮助学习者获得大量的外部联系和较少的内部联系，他

们进行的才是有意义的学习。② 而案例一中，教师所采取的

激励幼儿学习兴趣的方式显然激活了幼儿以前的知识：奔跑

的小马、五颜六色的花朵、游泳的鸭子⋯⋯幼儿这些认知结

构中的原有观念与将要学习的新知识节奏型之间建立了非实

质性的、人为的联系，为此，教师的一番苦心不仅没有得到

应有的回报，反而转移了幼儿的注意力，干扰了幼儿的有效



学习，降低了幼儿的学习效果。 那么，教师该如何激发幼儿

的兴趣，才能够使幼儿进行有效的学习呢?我们再通过一则案

例的剖析找寻答案。 案例二：科学活动“不倒翁”。教师为

幼儿提供了数个“不倒翁”(可以由幼儿自己拆装的塑料娃

娃)，其中有些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倒翁”，有些是用手轻轻

一碰就倒下去的“倒翁”。让孩子们充分接触材料后，教师

引导孩子们自己发现问题有些“不倒翁”站不起来。紧接着

教师就启发孩子们思考为什么有些“不倒翁”能够站立，而

有些却不能。孩子们反复对比了“倒翁”与“不倒翁”后，

欣喜地发现，“倒翁”太轻，而“不倒翁”比较重。教师于

是又为孩子们提供了可以增加重量的材料，如沙子、石子、

米粒等，而孩子们迫不及待往“倒翁”里填充完材料后却奇

怪地发现，“倒翁”并不能如预想的那样站立。教师继续引

导孩子们仔细观察与思考，于是孩子们又高兴地发现“倒翁

”里面的材料在动，而“不倒翁”里面的材料却不动。这时

，教师又马上为孩子们提供了可以将东西固定的材料，如胶

水、双面胶、透明胶等。孩子们又积极地动手去验证自己的

假设。当他们意外地发现“倒翁”还是不能够站立时，教师

继续让孩子们去对比、观察、思考。在教师的启发与引导下

，终于有部分孩子发现，“倒翁”总是站不住，是因为它里

面重的东西没有像“不倒翁”那样粘在底部的中间位置，而

是粘在旁边了。于是教师鼓励所有的孩子再次动手去验证他

们提出的假设⋯⋯整个学习过程持续了近四十分钟，但孩子

们不仅兴趣盎然，且学有所获，他们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

、动手能力无疑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在这个案例中，教师

没有为孩子提供新颖的材料，没有运用花哨的活动形式，甚



至也没有以自己颇感“神秘、好奇”的语气与语调去感染孩

子的情绪，为何却能够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使幼儿进行有

效的学习呢?对此，我们同样可以用Greeno的理论来解释：教

师适当的启发、引导与及时提供的材料，激活了幼儿以往恰

当的知识，例如“轻”与“重”、“固定”与“变动”、“

中间”与“旁边”等概念，而幼儿这些认知结构中的已有的

适当观念恰恰与新的知识点“不倒翁”不倒的原理，即物体

的稳定性与物体的重心位置有关，建立起了实质性的、非人

为的联系，从而使幼儿能够进行真正有效的学习。其实，用

我们熟悉的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来分析会发现，案例中的

教师之所以能够将幼儿兴趣的激发促进幼儿进行有效学习，

原因在于教师激起了幼儿的认知冲突，即新的知识和经验与

原有认知结构中的知识、经验发生了冲突。当幼儿的认知处

于冲突、矛盾状态之时，也是幼儿内部学习动机兴趣处于最

佳状态之时，这时幼儿强烈地想与客体(这些客体可以是人，

如教师、家长以及其他幼儿，也可以是客观材料)相互作用，

来重新建构自己的认知结构，即皮亚杰所描述的“顺化”过

程。而在皮亚杰看来，认知结构的变化既有量的增大更有质

的改变，同化的结果使认知结构得到强化，而顺化的结果使

认知结构发生质变。如果只有同化而没有顺化，那么就根本

谈不上发展。 可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有条件的。

当教师为幼儿提供的兴趣附属物与将要学习的新知识、新经

验之间无关，尽管也可以增强幼儿的唤醒水平，提高幼儿的

好奇心与兴趣，却不能使幼儿进行更有效、更深入、更专注

的学习，有时反而使幼儿“分心”，干扰学习；而教师若能

够恰当地将幼儿的已有知识、经验与新的知识、经验之间建



立有机的联系，哪怕只是通过简单的提问或简易材料的提供

，幼儿的学习动机也可以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从而能够进行

真正有效的学习。其实关于兴趣附属物所引发的兴趣，是否

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效果，国外的学者早就做过大量的研究

。他们将兴趣附属物分为两类：情绪附属物和认知附属物。

所谓情绪兴趣附属物是指学生在学习一篇材料时，加入一些

有趣的、但对材料理解没有帮助的内容，尽管这些内容与理

解学习材料无关，但它们可以提高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如案

例一中所使用的兴趣附属物)；而认知兴趣附属物则是指学生

在学习一篇材料时，加入一些有助于结构理解的内容，这些

内容可以帮助学生将已有的经验和将要学习理解的材料之间

建立有机的联系(如案例二中所使用的兴趣附属物)。国外的

学者经过一系列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些明确的结论，认为加

入情绪兴趣附属物不会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而加入认知兴趣

附属物则会提高学生的成绩。③引用丽莲凯兹的话说，前者

只是引起了幼儿的兴奋，而后者才能真正激发幼儿的学习兴

趣。兴奋不仅不能促进有效学习，反而是对学习的干扰，而

内在兴趣的激发才是幼儿进行有效学习的动力和保证。 注释

： ①杨凯红：《告别虚假的繁荣谈幼儿学习活动中的兴奋与

兴趣》，《学前课程研究》2007(1)。 ②③王海英、张明：《

兴趣附属物对学生认知学习的影响》，《东北师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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