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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4_BF_E6_95_99_E8_c38_545822.htm 避免机械僵化，注重

多角度思考。教师的提问应能刺激幼儿开动脑筋，使幼儿经

过独立思考后寻求答案，提出自己的想法。尽量不要提一些

指向明确或有鲜明的倾向性的问题或闭合式的默认两可的问

题，即只有两种选择答案的问题，比如“对不对”、“好不

好”。这种问题不仅容易使幼儿习惯于揣测教师的意图作答

，形成一种依赖教师暗示的不良的思维习惯，猜测“怎么答

老师才会喜欢”，而且容易限制幼儿的思维，使幼儿原本活

跃发散的思维陷入“非此即彼”的机械、僵化的窠臼中。教

师应该引导幼儿对事物做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使他们明白

，事情不一定能简单地区分为对或错、白或黑。 避免单一模

式，多提开放式问题。也就是说，教育所提的问题范围要大

要宽，可以让幼儿根据自己的认识，从各个角度做出不同的

回答；提问要从幼儿思维现状出发，顺着幼儿思路启发引导

，而不是按教师的意图要求幼儿回答。但幼儿园的故事教学

存在着一个传统的提问模式教师先是有表情地讲述故事，要

求幼儿认真听；讲完故事以后提问题，如“故事的名称是什

么?”“故事的每一段发生了什么事?”“故事里面有谁和谁?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最后还要问“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

什么道理?”这种提问模式，一是形式过于单一，影响幼儿听

故事的新奇感和敏锐感；二是幼儿带着“待会儿要回答问题

”的压力来听故事，他们自身的想象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也就不能对故事进行再创造。故事教学不能只满足于使幼儿



受到教育、获取知识这样一种表层功能，而应该进一步发挥

其深层功能：引领幼儿展开想象的翅膀，开启幼儿的心灵之

门，用幼儿自己的眼睛、耳朵去认识世界。要知道，故事教

学不是教师将成人世界里固有的看法强加于幼儿身上，而是

提供幼儿一个认识世界的途径。 避免预设答案，重在启发。

问题不设定统一答案，教师可以引导幼儿从故事里的人物动

作、表情、语言、心理以及背景多角度多层次作答。教师提

出的问题灵活多变才能使幼儿积极思维，排除幼儿思维的惯

性和惰性。教师要注意自己提问幼儿时的引导和启发，切不

可用“像不像”、“对不对”等成人固定的思维模式去限制

他们。另外，教师也要对幼儿的提问多加注意，尊重幼儿所

提出来的看似荒诞不经的问题，木要随便斥之为“乱说”、

“胡说”。 呵护幼儿的好奇心。幼儿对外界事物都具有浓烈

的兴趣，主体的活动积极性比较高，求知欲望强烈，他们每

天都在不断地学习和吸收新的经验。但是，他们并不能完全

理解新知识和新经验。当新的经验和幼儿原有的经验互相矛

盾不协调时，幼儿便会感到诧异，所以凡事爱问“为什么”

。随着幼儿对事物认识的加深，他们会逐渐形成对某一种事

物的兴趣和爱好，从而进一步加深探索该事物，最后形成自

己的观点。尽管这一观点很可能与成年人的概念和标准不一

致，但教师也应尊重幼儿的想法，因为这是幼儿探索的结果

。幼儿对老师或家长权威性的经验提出疑问或者不同意见，

正是他们批判性思维的萌芽。所以，面对幼儿的提问时，教

师都应该慎重对待，不要轻易否定，应该敏感地捕捉幼儿创

造性思维的“闪光点”并加以科学的引导。百考试题编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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