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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思考对教学活动过程的再思考 教学过程是实施教学目标

的流程，教学过程的环节和步骤，都应该根据该教学活动的

目标、特点和幼儿的已有经验、能力来安排。 一、教学过程

应遵循一般的教学规律，体现活动顺序的层次性 一次教学作

为幼儿学习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梯，不管什么领域的活动

都应该遵循普遍的教学规律性。以往教学活动的“开始部分

”“基本部分”“结束部分”就反映了一般教学的流程。如

今，如果每一个教学活动都这样表述就显得太八股化了，但

那种一个教学活动中环节、层次太多的现象也是值得反思的

。 ※案例一：音乐活动“盒、碗、碟、杯在歌唱” 1．出示

盆、碗、碟、杯。引导幼儿观察认识，知道其名称、各自的

特征。 2．请幼儿自由敲打盆、碗、碟、杯，倾听其不同的

音色。 3．欣赏歌曲《盆、碗、碟、杯在歌唱》。 4．学习敲

打节奏xx xx ｜ xx x ｜。 5．引导幼儿边听音乐边敲打，要求

节奏敲打正确、整齐。 6．引导每个幼儿在教室里除乐器玩

具外再找一件生活用品，进行拍打、敲击、摇晃。 7．鼓励

幼儿将各种生活用品的名称创编进歌曲，同时创编出新的节

奏。 案例分析 这个活动的过程看似很丰富，但我们应该思考

：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后，幼儿到底发展了什么?是观察认识物

品名称、特征，还是辨别其不同的声音?是欣赏歌曲，还是创

编歌曲?这么多的环节到底让幼儿学什么?活动环节过多，想

达成的目标过多，实际往往是欲速而不达的，那种热热闹闹



走过场的丰富环节，不能成为幼儿踏踏实实的学习过程。 ※

案例二：综合活动“自己画脸谱” 1．分享关于京剧脸谱的

经验。 (1)介绍自己制作的脸谱。 (2)概括京剧脸谱的特点。 2

．戏曲老师(幼儿园邀请的专业人员)示范画脸谱。 (1)戏曲老

师介绍材料、工具。 (2)戏曲老师给自己画脸谱。 边画边介绍

画脸谱的过程和注意事项，如重点是：小笔勾线、大笔涂色

，从上往下画，每种颜色用固定的笔。 3．幼儿自己画脸谱

。 (1)幼儿选择自己想表现的角色。 (2)幼儿自己涂画脸谱。(

播放戏曲背景音乐) 教师和戏曲老师共同观察幼儿的操作，鼓

励幼儿大胆尝试在自己脸上画油彩，给予个别幼儿一些必要

的帮助。 4．自由表演。 案例分析 本案例设计的教学过程简

捷而清晰，围绕画脸谱展开，既从幼儿已有经验出发，又在

向专业人员直接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相关知识、技巧，还让幼

儿大胆自主地实践、练习，并在脸谱画好后进入情境自由表

现。这个活动中，教师设计了四个环节，层层深入、环环相

扣，保证了教师、幼儿和专业人员三方交流和幼儿自主练习

的机会，遵循了幼儿学习规律，调动了幼儿的积极性，保证

了幼儿的参与性，有利于促进幼儿主动性的发展。 二、教学

过程应突出重点，提高主要目标达成度 一个教学活动一般只

有十几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即使大班后期也只有三十多

分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教学过程应该围绕本次活动的主

要目标、重点线索展开，努力保证幼儿在主体活动中有显著

的收益。※案例三：综合活动“阅读广告” 1．谈话：引导

幼儿关注生活中的阅读。 师：你们知道广告吗?在哪里看到过

广告? 2．观看电视广告。 (1)播放关于牙膏的广告。 (2)讨论

：这是一个什么产品的广告?你看到了什么? (3)师：我们再来



看一遍，广告里有些什么人，他们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3

．幼儿创编广告语。 (1)为小朋友喜欢的产品做广告。 (2)为

产品创编广告语。 案例分析 这个教学过程虽然注意了从幼儿

已有经验入手，并在回忆、模仿后才让幼儿创编，但存在着

以下几个问题。 1．提问的内容和教师构想的第一环节不对

应。“生活中的阅读”内涵丰富，而广告只是阅读的一个方

面，教师的提问直接指向广告，会限制幼儿的思维，所以，

应做一些调整，或修改标题，直接引导幼儿回忆关于广告的

经验或修改教师的提问，引导幼儿谈谈自己在生活中阅读过

哪些广告。 2．关于广告语的创编，没能让幼儿感知、提升

广告的特点。从整个活动过程我们看出教师在以牙膏广告为

范例时仅仅引导幼儿说出：“有好几个人，动作滑稽，颜色

好看⋯⋯”甚至在安排再看一遍广告前也只是提醒幼儿注意

：“有些什么人，他们都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对于广告

语的特点，如：言简意赅，朗朗上口，生动幽默等却从未提

到。 3．让幼儿创编广告，教师只注意形式上的自主，可以

自己编也可以自由结伴编，但是怎样创编广告语交代不清，

在幼儿没有明确广告的特点的情况下又如何创编呢? 可见，好

的教学过程应能围绕教学目标展开，应突出重点，分析可能

出现的难点，使目标在循序渐进的环节中自然达成。 ※案例

四：数学活动“数豌豆” 1．感知豌豆夹中豌豆的数量。 看

看豌豆夹的外形特征，数数豌豆夹中的豌豆粒。 2．剥一剥

、数一数、记一记。 每人两个豌豆夹，剥后数一数并用自己

的方法做记录。 3．分析记录单。 重点：怎样记录才能看得

清楚?豌豆夹里的豌豆粒一样多吗? 4．再次操作。 记录3～5个

豌豆夹中的豌豆粒。 5．交流并小结。 讨论：每个豌豆夹里



的豆100test一样多吗?最多的有几粒?最少的有几粒? 案例分析 

豌豆夹中豌豆粒数量的差异，可以引发幼儿探索周围事物的

积极性，教学过程紧紧围绕剥豌豆、数豌豆展开：一个豌豆

夹里有几粒豆100test?多的有几粒?少的有几粒?“用自己的方

式记录”为幼儿展现自己的数概念和自主学习能力提供了机

会；又在同伴交流互动的学习情景中，感受记录的不同方法

，同时又在分析过程中逐渐把握“怎样才能把几次操作的结

果表述清楚”，这是一种对幼儿自我学习能力的锻炼。最后

一个环节让幼儿比较最多的有几粒和最少的有几粒，不仅进

行了数学能力培养，更调动了幼儿到生活中继续探索研究的

积极性。 三、选取合适的方法、途径，讲究教学的实效性 在

考虑幼儿的学习特点和认识规律时，幼儿教师要注意教学过

程的趣味性、活动性及活动过程中为追求生动而生动，为多

样而多样的追求形式的问题。 ※案例五：语言活动“欣赏散

文诗《白云》” 1．出示一朵白云(图片)。 师：你们知道白云

的家住在哪儿吗? 2．欣赏散文诗《白云》(配乐)。 3．大班幼

儿表演(创设真实情境)。 4．学习散文诗并理解词汇(播放幻

灯)。 5．幼儿练习朗诵(播放动画片)。 6．幼儿自主选择头饰

边念边表演。 案例分析 散文诗欣赏与学习是提高幼儿对文学

艺术的感受及理解力。散文诗充满了想象和美感，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力图用多种手段让幼儿经历回忆经验一欣赏学习理

解表现的过程，这值得我们思考。 1．整个过程进度过快。

教师不是引领幼儿一步一步地前进，而是快速走过从感知到

表现表达(甚至创造)的全过程。 2．教学形式太多。一个人的

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每一次教学教师都要安排、制作四五种

教具，教师哪还有精力投入到活动过程中? 3．教具的使用太



过于直观。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防止追求形式变化而把简单

的事变复杂了。教师应该根据幼儿的理解水平、教材内容，

选择合适的教法、教具，避免出现为直观而直观，为生动(丰

富)而生动(丰富)等现象。 案例六：美术活动“彩色的雨滴”

1．进入“下雨情景”。 玩音乐游戏：“下雨了”和“大雨

和小雨”。 2．教师示范点彩画。 (1)欣赏画有天空、草地的

大背景图(三张铅画纸拼成)。 教师选不同颜色用手指点画雨

滴，让幼儿感受雨滴是从上往下落下的。 (2)幼儿跟随老师用

手指书空练习：一点一点。 3．幼儿作画(配有关“下雨”的

乐曲)。 提醒幼儿自己选择颜料，找一处合适的位置操作。观

察幼儿如何点画雨滴，给予个别幼儿以必要的提示。鼓励幼

儿可以多画几种不同颜色的雨滴。 4．欣赏。 感受自己和同

伴共同彩色雨滴的美景。 5．幼儿听着音乐的“雨声”，“

撑着小伞”离开活动场地。 案例分析 这是一个以美术为主的

教学活动，从观察范画到自己练习保证了幼儿是活动的主体

。开场选用音乐游戏，调动了每个幼儿的已有经验和情绪，

在“雨声”音乐伴奏下作画，可以使幼儿在“下雨”氛围中

尽情地表现对下雨的感受，幼儿作画时选用了大幅背景图拓

展了幼儿的想象空间，创造了既源于真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

活的艺术氛围，当幼儿“撑着小伞”(想象情境)在雨中漫步

时该是何等的满足。在这样的情境中，可以使幼儿如身临其

境，既获得了点画雨滴的新经验，又同时巩固并丰富了科学

、音乐，身体动作、自我保护等多方面的经验与表达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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