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总第 195 期） 

1149  

教学实践 

情境·分层·多维 
——中班数学“模式”教学材料运用的策略研究 

◆黄  洁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城中心幼儿园  311300） 

 
一、问题提出 
模式是在物理、几何或数里可以发现的具有预见性的序列，

是对客观事物和现象之间本质、稳定、反复出现的关系。在日常
生活中随处可见，包括图案、花样、声音、动作或事件等等，如
视觉的、听觉的、身体动作的、自然现象的等。然而在日常教学
活动中，经常会看到教师在组织模式活动时会出现以下三方面的
现状： 

1.呈现形式随意，活动材料无趣味  教师在开展数学“模式”
教学活动时，教师提供的材料枯燥乏味，随意出示，材料操作以
“机械化”为主。多数活动都在教师集体讲解后，呈现已准备的
材料，幼儿回忆模式形式，简单排序，缺乏趣味性。 

2.任务设置统一，个体能力无分析   
教师在设计活动预案和材料投放时，缺乏对幼儿个体能力的

了解和分析。提供的材料统一化设置，没有能力层次差异的体现。
由此可见，教师投放的材料类型单一，缺乏对幼儿能力的分析，
局限了幼儿的模式规律，不利于幼儿模式认知的发展。 

3. 材料类型单一，师幼之间无互动   
教师在开展数学“模式”教学活动时，往往以就近取材为主，

仅提供图片、积塑玩具、纽扣等现有物品，所提供的材料从同一
维度出发，没有多感官体验，缺乏师幼之间的互动。 

二、策略研究 
为了让幼儿自愿乐意参与到模式活动中，又能提升其模式认

知水平，展开研究，总结出“情境结合材料”、“分层投放材料”、
“多维感知材料”这三种策略来支持中班幼儿模式核心经验的发
展，激发学习的兴趣，增强学习的能力，丰富学习的经验。  

（一）情境结合材料，引发幼儿兴趣 
为幼儿提供合适的学习环境，将材料与情境结合，使活动更

具趣味性，能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并乐意参与到活动中。 
1.情境一：生活情境 
幼儿的经验源于生活，透过生活情境的创设远比单纯的教学

活动来的更重要。将生活中的情节融于活动，能让幼儿更直接的
习得知识。以生活经验为切口，创设情境，激发幼儿操作材料的
欲望。 

2.情境二：游戏情境 
以情境式导入活动，激发幼儿的兴趣，并对材料进行充分的

认识、感知和操作。从材料的不同特征和操作方式，进行模式的
练习。 

活动连接生活和游戏经验，运用生活场景的演变，游戏情境
的加入，让幼儿感知模式教学的乐趣，从枯燥乏味的机械操作材
料转为主动自愿探索材料。 

（二）分层投放材料，促进个性发展 
模式认知活动中，教学材料的选择非常重要，因此在活动材

料的选择上笔者试图从幼儿的已有经验、认知水平和逻辑思维等
三个方面思考选择适合中班幼儿模式操作的材料，分层投放。 

1.层次一：封闭式材料投放 
根据幼儿已有经验，提供易于拿取和常见的材料，并提供简

单的模式任务卡。幼儿可在教师提供的材料中，自由选择，抽取
模式任务卡，完成模式排列。 

分析幼儿已有水平，提供适宜的材料，可以更好的为幼儿模
式认知能力及操作能力，的提升提供平台。 

2.层次二：个性化材料投放 
针对能力中等的幼儿，教师在提供材料时，可选择半开放式

材料。教师设定区域、空间、材料类型，幼儿自由选择同伴、场
地和材料，进行半自助式探究与操作。幼儿能复制一个次序，按
照事物之间已经存在的顺序规则进行复制，使事物间的联接关系
继续保持下去。 

3.层次三： 低结构材料投放 

针对能力较好的幼儿，教师在提供材料时，只需设定区域、
提供材料，幼儿自主选择操作材料。创建一个次序，并按照这种
顺序规则将多种事物联接组合。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一个完整
的模式。 

（三）多维感知材料，提升认知能力 
所谓多维感知材料，是指根据活动内容，从视觉、听觉、身

体动作等维度选择颜色、大小、形状不一的物品，提供乐器、自
然现象中的声音，结合幼儿身体动作等开展模式活动。 

1.感知一：视觉感知 
视觉模式材料是指幼儿按照事物的颜色、大小、形状、数量

等关联来理解和辨别模式。教师可以运用视觉感知，通过观察、
比较，了解事物之间的不同，并通过模式的学习，将同一事物之
间不同的特征关联起来，进行模式创设。 

2.感知二：听觉感知 
听觉模式材料是指根据乐器、自然界、动物等发出的声音，

通过听觉感知，进行模式学习。教师可以运用听觉感知，通过声
音的辨别和模仿，感知不同物体发出的声音，并根据听到的模式
进行重复或模仿，从不同的纬度，提升模式认知能力。 

3.感知三：动作感知 
动作感知是指利用肢体，创编动作，并将这些动作根据模式

规律进行重复、循环、变异等。活动中，将不同领域的材料同时
投放，幼儿自由选择与组合。从视觉到听觉，从静态到动态，从
单一到整合，不但改变了传统的模式练习方式，同时让数学活动
真正的“活”起来，让数学模式活动真正焕发出活力。 

三、研究成效 
通过实践研究，本文总结了中班幼儿数学模式活动实施成

效，幼儿沐浴在丰富操作材料中，宽泛的接触各种不同的材料；
操作材料不再是一张卡片、一捧雪花片，生活中、大自然的玩具、
用具、产物、幼儿的身体都成了操作材料；用音乐、健康、绘本
等各领域为数学活动铺垫，展现出音乐中的乐器声、节奏型、结
构；改变纸上图画，摆弄物品的传统呈现方法，打破常规思维，
给人以异样的视听觉效果。同时我们还在幼儿的兴趣、能力、创
造力等三方面取得一些成效： 

（一）情境呈现，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第一任老师，因为材料和方式的改变，使得幼儿越来

越喜欢模式学习。操作时，每位幼儿都展现出愉悦的状态，在游
戏中、故事中、音乐中，感受、体验、表现模式特征。潜移默化
中，大大激发了幼儿对数学活动的兴趣。 

（二）分层设置，增强学习能力 
模式所特有的结构特征，加上材料的多元化、呈现的分层化，

提高了幼儿对模式认知的水平。在材料选择上，幼儿会自己搭配
物件，甚至加入自己的肢体五官。从艺术、故事、健康领域都融
入了模式的学习，幼儿从五大领域整合式的得到了提升。 

（三）多元投放，丰富学习经验 
无论通过课程设置、多领域结合、材料提供、活动指导、情

景再现，还是幼儿身体参与，都能为幼儿提供空间开展多样的模
式活动，也为幼儿丰富了操作的材料。不仅激发了幼儿学习的兴
趣，更使得幼儿在愉悦的环境中更好的感知、体验、理解、识别、
扩展、填充、创造、转换模式，丰富了幼儿模式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