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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基于数学核心经验的中班幼儿区域活动“数学化”实施策略 
◆陈美娜 

（嵊州市崇仁镇马仁幼儿园  浙江嵊州  312473） 

 
摘要：数学核心经验理念是幼儿数学学习的重要指导。本文从数学核心

经验的角度出发，对幼儿园中班区域活动的“数学化”发展进行策略探

析。以期有利于中班幼儿区域活动的规范，进而的培养幼儿核心数学素

养的同时，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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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理念下，《3-6 岁儿童学习发展指南》是幼儿园教
学实践的重要依据，在其要求下，幼儿不仅应掌握丰富的基础知
识，更应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生活实践，实现实际问题的有效处理。
就数学教学而言，确保幼儿知识体系的系统性、联系性，实现其
归类、推理、逻辑判断等能力的培养是教学实践的重要目标，其
要求幼儿园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区域活动“数学化”的有效实施，
本文由此展开分析。 

一、幼儿数学核心经验的基本内涵 
数学核心经验是新知识体系构件的重要指引，同时其也是教

学实践开展的基本目标。就幼儿园数学教学而言，基础性、关联
性、适宜性、前瞻性是其核心经验培养的重要特征[1]。具体而言，
基础性强调了教学实践必须确保幼儿 基础、 核心数学概念及
经验的掌握，而关联性和适应性在确保概念与幼儿关联的基础
上，实现了数学教学知识与幼儿思维水平的高度匹配，其为幼儿
基础知识掌握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保证。另外，幼儿的学习成长是
一个持续性、渐进性和上升性的实践过程，实现核心素养的前瞻
性保证，有助于后续数学学习良好基础的奠定，并促进其数学逻
辑思维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 

幼儿园数学核心经验贯彻实施过程中，集合与模式；图形与
空间；数概念与运算；比较与测量是其思想理念的集中展示，并
在在这些思想下指导下，教师应引导幼儿以下四个层面的能力培
养：其一，推理和验证能力，该能力确保了幼儿能够通过数学方
式来思考和回答问题的发现过程。其二，问题解决能力，问题解
决能力是幼儿通过数学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其是幼儿数学
能力培养的重点。其三，联系交流能力，对幼儿而言，实现教学
知识的生活应用是其学习的重要目的，通过师生交流互动、理论
和实践联系，其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更加深刻，有效的促进了问
题解答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其四，表征能力，即通过画画、实物
材料、手拍、符号等内容，实现数学问题、数学思维、数学结果
的有效表达，确保幼儿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二、数学核心经验下中班幼儿区域活动“数学化”实施策略 
现代教育理念下，人们对于幼儿园教育教学提出了较高的质

量要求。就幼儿园数学教学实践而言，要确保数学核心经验的充
分灌输，实现区域活动数学化的进一步发展，在教学实施中，教
育工作人员应注重以下策略的具体应用。 

1.明确核心经验基本内容 
幼儿园数学教学教育中，受认知能力和思维水平的限制，可

供幼儿学习的知识相对有限；一旦教学内容与幼儿认知的匹配度
不高，就会造成幼儿厌学情绪的产生，不仅阻碍了数学教学活动
的开展，更会对幼儿数学核心经验培养造成严重阻碍。基于此，
学习并落实数学核心经验的基本类容很有必要，其使得幼儿园教
师能够明确应该教什么内容，同时在教学形式优化、区域活动组
织等方面的把控更加系统，实现了数学学习的有效指引。 

幼儿园中班数学学习中，《通过数数比较两组物体的多少》
是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通过基本概念的灌输，中班幼儿不仅能
实现物体大小关系的把控，更能进行 10 以内数字的有效计算，
进而实现计数、数学符号等数学核心经验的灌输培养。在中班区
域活动教学开展过程中，教师可在《3-6 岁儿童学习发展指南》
的引导下，对幼儿进行有效的期望，然后在多种数数物体的支撑
下，确保幼儿比较、运算的实施， 后在学期初、中间及末期进
行检验，实现幼儿数学应用能力的有效提升。 

2、规划数学教学区域活动 

区域活动是幼儿园书数学教学的基本平台，同时其也是核心
经验培养的有效途径。区域活动组织规划过程中，要实现其数学
化作用的进一步凸显，教育工作人员就必须进行精心设计，在选
择合适区域及活动类型的基础上，实现活动材料的系统把控，进
而实现具体核心经验的有效培养。 

游戏化是幼儿园教学实践的重要特征。在游戏过程中灌输教
育理念，有助于幼儿学习积极性的提升，实现核心能力的高效培
养。譬如，玩具区是幼儿园数学教学的重要平台，教师可在不同
玩具类型、规格、大小、多少的基础上，进行数学核心经验教学
设计，从而实现技术、数学符号、比较、图形组合等思想的灌输，
确保区域活动数学化发展的合理有效。 

3、实现材料课堂系统结合 
幼儿身心发展不成熟、认知水平有限是教学开展的主要阻

力。幼儿园数学教学实践中，如果仅以校本知识为教学实施依据，
进行书本概念的灌输、技能培训和目标达成，其势必造成教学活
动开展的枯燥，影响幼儿的数学能力培养。新时期，要确保幼儿
园中班区域活动的数学化，实现幼儿全面发展，教学开展过程中
就必须注重实践材料与课堂教育的系统结合。具体而言，幼儿园
课堂教学应从实践中发现教学材料，然后在尊重幼儿个性的同
时，进行合作学习、创新学习、探究互动学习方式的应用，进而
在确保学生对数学知识感知的基础上，促进个性化数学思维的培
养、形成。 

幼儿园中班数学学习过程中，《5 以内的分解组合》作为基
本的学习知识，对于幼儿生活实践的指导意义重大。在区域活动
实践过程中，教师即可在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带领学生进行
停车场游戏的开展，在引导学生认知车子大小、颜色、功能的基
础上，由学生进行自主化的分组练习，从而在确保其对 5 以内数
字掌控全面的基础上，实现图形意识、归类能力、逻辑判断能力
的培养。这种生活材料应用于教学实践的过程，有效的提升了幼
儿园数学教学效率和质量，实现了其区域活动的数学化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中班幼儿区域活动“数学化”的实施策略是
一个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系统实践过程，譬如幼儿园中班计数
学习中，教师可将数学核心经验纳入游戏活动区域，同时在结合
生活中母鸡孵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区域活动组织及教学方式的
系统优化，从而在保证计数学习有效的同时，实现数学核心经验
的灌输和能力培养，为幼儿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提供有效保证。 

结论 
作为幼儿学习的重要内容，数学核心经验对于教学实践的开

展具有重要指导。幼儿园区域活动开展过程中，教育工作人员只
有充分认识到数学核心经验的指导价值，并在明确其内容的基础
上，进行教学实施策略的高效应用，才能确保区域活动数学化实
施的规范、高效，继而在确保核心经验高效灌输的同时，实现幼
儿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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