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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形式挺好，也比较受幼儿欢迎，就是常常觉得有些不知

所措。教师在自主活动中该做些什么?哪些行为是比较可行的

呢? 1观察要把握方法 (1)观察的视角。一是随机捕捉，也就是

观察的随机性。在幼儿自主活动的时候，教师首先要有一双

慧眼，善于捕捉有效的信息，并运用教育智慧来利用好信息

。二是心中有底，也就是观察的目的性。由于经验、能力的

欠缺，有些年轻教师往往随机捕捉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反而觉得无事可做，这就可以采用有目的观察的方法。例如

，有目的地连续跟踪观察一个人或一个区角，你一定会发现

很多有趣的情节．收集到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增进对幼儿的

了解。 (2)观察的技巧。教育观察是研究常态下的幼儿的活动

，因此教师所处的位置、距离既要能看到听到孩子的活动，

又不影响孩子的活动，保证活动的自然状态。有时距离太远

听不到孩子在讨论什么，靠近些又怕孩子发现后终止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采取借做别的事打掩护的方法，如假

装写字、看别处等，以保证观察的准确性、真实性。我们还

在班级一角的窗户上安装了一块单向透视玻璃，里面看不到

外面，但外面可以看到里面，以帮助老师察到更真实的信息

。我们认为投入是非常值得的。 (3)观察的记录。教师在观察

后可以借助记录来记忆观察情况，此时简易的表格显得尤为

重要，可以给老师节省很多时间．如用符号、标记、颜色等

来帮助记录。更可以采用录像、录音等手段来帮助记录．过



后教师可以反复查看，还可以获得肉眼很难观察到的信息。 

在这里重要的是教师要增强观察意识，在组织活动时寻求合

理的组织方式，与配班老师、保育员合理分工，使自己有时

间有精力来观察孩子。 2．介入要把握时机 首先．要摆正介

入的角色。教师要根据幼儿当时的情况，变换各种角色介人

孩子的游戏。如当幼儿发生矛盾即将出现意外时，教师以本

性角色介人比较合适；当幼儿游戏情节单一时，教师以局外

人，如“娃娃家”的阿姨等身份介人，有助于情节的生成；

当“点心店”比较拥挤时，教师以顾客的身份介入，邀请孩

子先去其他地方玩：当孩子违反规则，如有人乱闯红灯时，

教师以警察的身份介入，既能保护孩子的自尊又保持了游戏

的氛围。 其次，要把握介入的时机。一般来说，教师应把更

多的时间放在观察孩子上，不要轻易介入，因为孩子的世界

毕竟和成人的不同，有时孩子也不需要教师的介入．但是当

活动出现不和谐现象时，教师及时介入有助于活动有质量地

进行。一是要关注细节。当游戏中出现不安全因素，如有的

孩子把假的水果送人口中、将医生检查牙齿的工具送人口中

时，教师必须进行干预，以保证游戏在安全、卫生的前提下

顺利开展。二是要顺水推舟。幼儿随时会通过情景转换为自

己假想出一个个游戏场景，当他们遇到困难求助时，教师要

意识到这是生成游戏情节的好时机，应适当地引导和点拨，

使游戏丰富、深入地开展下去。三是要正确判断。教师要借

助观察对幼儿的游戏行为及时作出正确判断，当出现消极内

容时，应马上介入，机智地引导幼儿的游戏行为向积极、健

康的方向发展。 3．指导要把握尺度 (1)无为而为，启发引导

不要过细过全。幼儿的学习并非都要以教师直接教的方式进



行，他们有能力通过自身的活动来主动学习，这样更易于发

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启发提问时过多、

过早地提醒、暗示幼儿怎么回答，当幼儿答不上来时，甚至

代替他们回答，使幼儿始终困在老师设置好的圈子里，孩子

不会有为。老师的“无为”是为了幼儿更好地“有为’。 (2)

耐心等待，对幼儿不要急于求成。皮亚杰认为，儿童的认知

结构有一个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无论是动作的内化，还

是新概念的形成，都依赖于儿童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并要有

确定的时间。根据这一观点，教师在引导中要做到：对幼儿

的探索活动不直接指点，对幼儿的疑惑不急于表态，对幼儿

在活动中碰到的困难不急于帮助解决。如认识面粉，让幼儿

自己想办法将干面粉调成面团儿。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幼儿

可能会将面粉调成水状或粉粒状。这时，教师不应急于帮助

他们，而应让他们通过反复实践自己找出原因。再如种大蒜

活动中，有的幼儿将大蒜插反了，教师也不要急于纠正，可

提醒幼儿观察别人的种法．让他们自己发现并纠正。如果有

的幼儿还没有领悟，可让他们把自己种的大蒜放到阳台上，

在照顾、观察大蒜成长的过程中去发现。这样做，远比教师

简单直接地帮助幼儿，收获要大得多，记忆也会更深刻。当

然，当幼儿遇到实在不能克服的困难时，教师还是要该出手

时就出手。其实，等待也是一种艺术，等待最能看到美丽的

风景。 (3)弄清是非．不在没把握时妄下结论。有时幼儿之间

的纠纷，常常会迷惑教师的眼睛。例如，数学活动区里，我

投放的操作卡受到了幼儿的欢迎．他们都饶有兴致地玩着。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宇哲和斯斯两个小朋友的行为表情特别

异样，他们都紧紧地拽着自己的操作卡，而操作卡早被揉成



了一团，无法再使用了。看到自己辛苦设计的操作卡就这样

被两个小鬼糟蹋，我很生气，立马没收了他俩的“纸团”，

并厉声问道：“是谁先弄的?!”两人都不作声。旁边的浩天告

诉我：“是斯斯先弄的!”又是这个调皮的小女孩!看着旁边委

屈的宇哲，我认这件事肯定就是斯斯干的，并扬言课后要单

独找她谈话，接着便继续我的课堂教学了。课后我冷静了下

来，心想：今天我并没有看到事情的整个过程，作为老师必

须了解事情的真实性，不能冤枉了孩子。于是，我就把斯斯

和宇哲一起叫到了跟前，再次问他们：“今天到底是怎么回

事?”由于我的语气变柔和了，斯斯才开口对我说：“是浩天

先弄我的。”于是我把浩天也叫过来，问他：“是不是这样?

”浩天点了点头。又问宇哲：“你又是怎么回事?”宇哲说：

“我是要帮浩天才这么做的。”直到这时，我才弄清楚了真

正的“肇事者”是谁。这也引发了我的反思：作为教师，面

对幼儿自主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首先要弄清是非，把握

好指导的尺度，切不可感情用事，妄下结论，以免给孩子的

心理、情感造成伤害。 综上所述，在幼儿自主活动中，教师

只有把握好观察的方法、介入的时机、指导的尺度，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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