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观察中认识儿童，
在游戏中支持成长



没有人能够预知，在儿童的世界中，是否隐藏着某些能揭开人类心灵

面纱的关键奥秘；也没有人能够预知，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是否蕴涵着

某种神秘力量，这种神秘力量一经发现，就能帮助人们解决成人自身和社

会中存在的某些至今仍无法解决的难题。只有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与力量，

“儿童研究”这门学科的基石才能够真正被奠定，而它也会对整个社会产

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童年的秘密》

【意】玛利亚·蒙台梭利





你认为儿童是怎样的个体？

天真可爱、幼稚、好动、东张西望、有很多问题、

自理能力弱、会闯祸、很好骗……





儿童其实是这样的

1:一个老头子和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能结婚吗？
C:(犹豫）
1:一个70岁的老头和一个20岁的小姑娘能结婚吗？
C: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的不行！
1:那打个比方，爷爷和妈妈可以结婚吗？
C:No,No!
1:那叔叔和妈妈可以结婚吗？
C:妈妈已经结好婚了！
1:是你的妈妈就不可以了，是吗？
1:两个人差多少岁能结婚？50岁和20岁可以吗？
C:50和20?不行！
1:那么40和20呢？
C:还差得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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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这样的

1:那你说差多少岁可以呢？
C:(犹豫）
1:5岁可以吗？比如男的30,女的25岁。
C:不知道。
1：年龄差不多就可以结婚了吗？
C：我妈妈说先要买好房子、车子才能结婚。
1:那马路上随便两个人，一男一女就可以结婚了吗
？
C:那个男的要去问那个女的，你爱不爱我？
1:两个人不认识的可以吗？
C:可以是可以，不过要那个女的喜欢那个男的才能
结婚

儿童的哲学



儿童的一百种语言

孩子有一百种语言
一百双巧手
一百个想法
一百种思考方式
一百种游戏方式
一百种说话方式
总有一百种倾听方式
一百种惊奇
一百种热爱
一百种歌唱与领悟的喜悦
有一百种世界要去发现
有一百种世界要去创造
有一百种世界要去梦想

孩子有一百种语言
但他们偷走九十九种
学校与文化，将孩子身心分离
他们告诉孩子
不用双手去思考
不动脑筋去做事
只倾听不说话
不必带着喜悦去领悟
爱与惊奇
只属于复活节与圣诞节

他们告诉孩子
去发现已知的世界

在一百种当中

他们偷走九十九种
他仍告诉孩子
工作与游戏
真实与幻想
理性与想象
天空与大地
理智与梦想
全都水火不容
因此他告诉孩子

一百并不存在
但是孩子说
不，真的有一百！



学前儿童思维特点

2～4 岁 直觉行动思维：
思维的概括能力水平低，而更多依赖感知和动作的概括。

4~6岁 具体形象思维：
依靠在脑海中的相关角色、游戏规则和行动计划的表象

进行思维和解决问题，具体性、形象性。

6~11岁 具体形象思维：
以抽象的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的本

质特征和内在联系的思维。



儿童的游戏图式

图 式是皮亚杰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指动作的结构

或组织。个体能对刺激作出反应，在于其具有应付这种

刺激的思维或行为图式。图式使个体能对客体的信息进

行整理、归纳、使信息秩序化和条理化，从而达到对信

息的理解。个体的认识水平完全取决于认知图式。



儿童的游戏图式

轨迹：喜欢从高脚椅或婴儿床上往下扔东西，或者爬上跳下。

旋转：对旋转着迷，包括喜欢玩带轮子的玩具或骑旋转木马。

围合：用积木围合，用栅栏把动物围起来。

包裹：完全盖住自己或物品，将物品包起来或放入袋子。

搬运：把物品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来回搬运物品。

连接：把东西连接起来，再拆分，再连接。

定位：喜欢把玩具汽车、书籍、鞋子等排成一行，或者把它们分组

。



学前儿童学习方式

观察模仿学习
操作学习（做中学）
游戏中学习（玩中学）
情境中学习 （生活中学习）

以直接经验为主，通过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实
际操作主动建构经验。



学前儿童注意力发展

学前儿童注意以无意注意为主，选择性注意能力较弱， 无法忽

略那些无关刺激物,很容易受到环境中无关刺激物的干扰。米勒和

威斯的研究分别发现,即使是到7~10岁的儿童,也不能很好地过滤掉

那些对当前任务有干扰的无关刺激,进而专心于当前的任务。

心理学研究表明,当被动地注意那些静止的无变化的对象时,即使

是成人,注意力一般也只能保持5分钟左右。学前儿童的注意时间更

短。



学前儿童情绪调节能力

根据儿童活动水平的强弱与情绪调节能力的强弱把儿童分成四类。

第一类：活动性低、情绪调节能力也差的儿童,这类儿童很可能会出现退缩、焦

虑等行为问题;

第二类：活动性低、但情绪调节能力强的儿童,这类儿童可能表现出的仅仅是安

静,而不存在社会焦虑和退缩性行为;

第三类：在社会交往中非常活跃,且情绪和行为调节能力强的儿童,他们的社会性

情绪发展好,同伴接受水平高,亲社会行为也较多;

第四类：那些活跃但情绪和行为调节能力差的儿童,他们很难保持与他人的良好

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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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儿童情绪调节能力

3岁前的儿童受脑发育的制约,仍无法有效地对自己的情绪进

行调节。

有研究者发现,大脑皮质抑制机能是实施情绪调控的生理前提,

神经系统的发育直接影响着调控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受大脑发育

的制约,3岁前的儿童并未具备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他们很难控

制自己的欲望和情感。





如何认识儿童

观 察

倾听 谈话

作品分析



观 察



观 察



观 察



倾 听

重视幼儿通过绘画、讲述等方式对自己经历过的

游戏、阅读图画书、观察等活动进行表达表征，教

师能一对一倾听并真实记录幼儿的想法和体验。

——《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





作品分析

https://mp.weixin.qq.com/s/pg7tp94ErO-WTRXyo9h8MQ



作品分析





“课程游戏化”改革

2014年起，省教育厅启动“幼儿园课程游戏化”项目

转变幼儿教师专业理念——在游戏中重新认识儿童，建构教育观、课程观

改造幼儿园活动环境——游戏化、自主化、低结构

改变幼儿的学习方式——在游戏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

活化幼儿园课程形式——从“教材”转向自然、社会，基于资源开发适宜课程

优化幼儿教师专业结构——强化教师儿童观察、解读、支持能力



“课程游戏化”改革

1.改变小学化的学习环境，创设自主多元的游戏环境

2.改变限制性的班级氛围，营造支持性师幼互动氛围

3. 改变“教学之上”的理念，保证幼儿的游戏时间

4.改变整齐划一的作息时间，给一日活动留有弹性

5.改变“保姆式”的包办代替，给幼儿更多的自主

6. 改变对教材的绝对依赖，根据幼儿兴趣生成课程



2016 2017 2016 2019 2020

科学游戏

数学游戏建构游戏

2015

室内外游戏

环境改造

2018

自然角、种植活动

2021

沙水游戏 绘本资源运用

“课程游戏化”改革

集体教学

20162022

园本化

课程建设

小步递进、逐层深入、环环相扣、层层咬合





基本动作发展：走 、跑、跳、攀登、钻爬

控制与平衡能力：窄道移动、旋转、晃动器械走、

躲闪、侧滚翻、玩球

力量与耐力：悬吊、投掷、骑行

依据3-6岁儿童运动关键经验划分户外运动空间

幼儿园户外游戏讲座/运动核心经验表2.0.doc




1.安全性原则

2.因地制宜原则

3.挑战性原则

4.梯度性原则

5.动态性原则



大器械区

墙面攀爬视频

幼儿园户外游戏讲座/幼儿运动视频/墙面攀爬.mp4




器械的收纳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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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教师的三重角色



管理者的职责

巡视：幼儿、教师状态
反馈：户外活动现状
调整：环境、材料、区域规划



明确观察的原则：面向全体，兼顾个体

明晰区域的特点：了解本区域器材的特性、可能的发展价值

预估本区域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初步制定观察计划：观察目的、观察内容等



站位及行动路径选择



（1）幼儿活动的安全性

（2）幼儿活动的状态：喜不喜欢、兴奋还是无精打采

（3）幼儿活动的品质、活动习惯等

（4）幼儿活动的水平：认知、动作、方法、能力……

户外观察时究竟看什么？



原则：便捷、还原、持续

方式：记录表、照片、视频

如何记录有价值的信息？













户外写生









有地垫、有座椅，满足不同需要



视听表征



学会做计划



自主生活——预约制



有吸引力的环境——激发幼儿主动参与

有学习元素的环境——呼应儿童的发展目标

不断更新的环境——追随幼儿的游戏兴趣和发展需要

常态化的观察——及时了解幼儿的活动状态

适时适宜的指导——引导幼儿向最近发展区迈进



每个人都曾经是儿童，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

——《小王子》

【法】安托万·德·圣 爱克苏佩利



看见 儿童的完整生活

看见 儿童的成长规律

看见 儿童的内生力量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的工作是：

用最大程度的耐心去无限接近、理解儿童；

用有限的专业去最大程度鼓励、支持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