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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4_BF_E6_95_99_E8_c38_544528.htm 教学活动是幼儿园教

育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教师计划、设计和组织的专门活

动。它是精心安排的用以支持、激发、促进和引导幼儿顺利

开展学习和达成有效学习结果的过程。有效教学就是要遵循

幼儿园教学的特点和规律，要求教师努力追求有效的教和有

效的学，充分发挥教师和幼儿双方的主体作用，以有效地促

进幼儿全面的发展。笔者认为有效教学的开展应把握以下几

个环节。 一、教师不仅要备教材，更要备幼儿 教师备课，不

仅要备教材，更重要的是要备幼儿。从目前教师备课的现状

来看，大部分教师都忽略了这一点，备幼儿的工作做得不够

。每个幼儿都是一个独立成长的个体，教师在备课前，要对

幼儿做充分的了解，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心理特点，注

意他们的个别差异，努力做到因材施教。教师在确定教材的

重点与难点、设计教学问题、选择教学方式时，既要关注幼

儿的兴趣与需要，也要充分考虑幼儿的已有经验与认知特点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让每一个幼儿能在自己原有水平上获

得发展。 “吹泡泡”是幼儿最喜欢的游戏活动之一。在一次

“吹泡泡”活动的观摩课上，活动理念是“傲中学”，目的

是让幼儿在做的过程中学会或领悟到其中的知识和原理。活

动开始了．教师用音乐舞蹈作为开场白，然后让幼儿开动脑

筋，想想泡泡都有哪些形状：“圆的、椭圆的、方形的、三

角形的、所有的泡泡都是圆的⋯⋯”幼儿争先恐后地发表自

己的看法，并按教师要求把自己的想法画在纸上。接下来，



为了满足幼儿的好奇心，教师拿来了各种形状的“吹泡泡”

工具，让幼儿自己来实践，看看吹出的泡泡有哪些形状，从

而验证自己的想法，得出结论。整个教学过程运用“做中学

”理念，如果按照猜想一实验一记录一得出结论来评价整节

课，无疑是很成功的。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在课程进行中有

些幼儿已经知道了，即不论用什么形状的工具，吹出的泡泡

都是圆形的，这节课对他们来说只是在原有经验上的重复．

起不到任何促进作用。因此，评价整节课，在遵循教材的要

求方面．教师备教材是很成功的，但在备幼儿方面，却考虑

得不周全。教师对一部分幼儿的忽视容易导致他们对活动兴

趣的减弱，整节课都会无所事事，甚至还会扰乱课堂纪律：

对于这种情况，教师在备课前首先直该对幼儿有充分的了解

，然后根据幼儿的已有经验，选择符合幼儿最近发展区经验

的内容，以真正满足幼儿发展的需要。如在上面的场景中，

教师发现这种情况时，可以鼓励幼儿进一步去思索“为什么

所有的工具吹出的泡泡都是圆形的呢”“为什么泡泡都是五

颜六色的”从而激发幼儿的兴趣与想象，引导他们运用已有

的经验积极参与到活动中。 二、教师应及时把握教学现场，

适时引导幼儿 教师通常会预先设计好整节课的教育目标，教

学目标明确了，教师就会为了达到目标调节教学的进度。然

而教学的对象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教师往往会发现自己精心

设计了活动方案，认真组织了幼儿活动，但常常要花很多时

间去维持活动秩序，最后落个活动计划没完成、活动效果差

的结局。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教师缺乏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

的技能有关，尤其缺乏把握教学现场的能力。他们在设计活

动时很少留有生成的空间，活动中注重计划的成，却很少注



意幼儿的反馈，更不敢或不能对幼儿的反馈信息进行处理，

因为一旦对幼儿反馈的信息给予解释或处理，那么这节课预

定的目标就有可能完不成。其实，教学活动过程中是否完成

教学进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活动过程中是否能真正促进

幼儿的发展。这就要求教师要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及时把握教

学现场，把注意力转向幼儿，为幼儿的学习提供支持和帮助

，对幼儿提出的新想法或新发现适时分析，一旦确定有教育

价值，要及时生成新内容并积极引导幼儿探索。 在一次中班

美术欣赏课上，教师用电脑课件导入．幼儿看着电脑上的各

种各样漂亮的花，发出了“哇，好漂亮啊”的声音；接着，

教师给每位幼儿发了一束花，让他们猜猜花的名字．其中有

一位幼儿手里拿着像星星一样的小花，旁边的幼儿说“这是

雪花”，教师马上纠正说“教室里是根本不可能有雪花的?这

叫满天星”。对于这个幼儿的回答，教师直接就否认了，没

有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观察了各种各样的花以后，接下来教

师又问了一个问题：“花这么漂亮，怎样做才能使漂亮的花

保存下来呢?”幼儿畅所欲言，有的说把它画下来，有的说给

花拍照片。教师接着说我们还可以把花做成标本保存起来。

有位幼儿马上提出疑问：“老师，标本是什么啊?”教师并没

有关注到这一点，而是继续着既定的教学内容，而幼儿在下

面开始了自己关于标本的小讨论，为此，造成了课堂秩序的

混乱。在这里，教师完全可以在幼儿探讨标本的问题后，再

引导幼儿回到原来的教学程序，或者对幼儿的反应给予关注

。如果幼儿感兴趣，可以在以后继续进行这个话题，这不但

能激发幼儿的想象力，还能在此基础上生成有关标本的探索

活动。 三、教师要充分尊重幼儿，以激发幼儿兴趣为前提 幼



儿具有独立的人格，教师要真正理解与体味“尊重”的深刻

含义，就必须站在幼儿的角度去思考。教师应尊重每一位幼

儿，让他们感受爱，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投人到活动当中。

尊重幼儿要求教师用自己良好的情绪情感感染幼儿，用亲切

的语言启迪幼儿的智慧，用真挚的爱哺育幼儿的心灵。 一位

教师在班级开展了“为小动物穿花衣”的制作活动。活动中

幼儿的情感被充分调动了起来，每个幼儿都很投入，以至于

在活动的最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教师想集中幼儿注意以进

行最后的点评环节，但很多幼儿都意犹未尽，不愿回到老师

身边⋯⋯其实在幼儿园的教学活动中，这是教师经常遇到的

一个难点，即如何将幼儿的注意力引向下一个环节。当教师

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普遍的做法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

，最终都要将幼儿的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环节，而不管幼儿

是否愿意进入到下一个活动。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原因

，为什么幼儿不愿意停止操作呢?很显然，这是因为幼儿的情

感和操作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就上面的活动而言，请幼儿

为小动物穿新衣，幼儿看到有的小动物还没有衣服穿，就急

于给它们穿上新衣服，所以到活动结束时他们仍不愿停止手

中的“工作”，这正体现了幼儿具有同情心和责任意识。教

师完全可以满足幼儿的兴趣和要求，让他们继续操作，甚至

延伸到区角活动中。作为教师，面对幼儿，要认真反思自己

的行为，学会打破自己的固有状态，改变教师的身份位置，

关注幼儿的内心世界和兴趣需要，多从幼儿的角度考虑，追

随幼儿的自然状态来调整预设的目标、程序和内容，尊重幼

儿的现在状态和水平。教师只有在坚持尊重幼儿主体地位的

前提下，发挥自己在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才能真正成为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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