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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多元支架，支持幼儿良好饮食习惯养成
——一场关于“胡萝卜”的探究之旅

石 芳
新昌幼教集团，中国·浙江 绍兴 312500

【摘　要】随着幼儿教育的发展，幼儿教育工作者在不断的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因此基于幼儿的全面发展，融合先进的教学理论
提高幼儿教育的效率，其中支架式教学理论的应用，对幼儿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0-3岁的幼儿是智力发展的最快时期；
而3-6岁是人的个性形成和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所以好的习惯会让孩子受益一生，不良习惯也势必影响孩子的前途。良好的饮食
习惯是良好生活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对待孩子的饮食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让幼儿吃饱的层面上，通过多元支架支持，让
幼儿更高效的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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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式教学理论解释了教与学之间的关系，其提倡教师要支
持引导幼儿，在现代幼教领域中尤其重要，教师所扮演的角色是幼
儿的支持者，通过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提供支架引导，由幼
儿自己建构自己，开展一系列的活动，通过引导幼儿学习，使得幼
儿获取知识。我国早期开展儿童学前教育的陈鹤琴教授提出，幼儿
从出生到七岁之间，作为人生过程中最关键的时期，自身习惯、言
语技能、内心思想、对外态度都开始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幼儿不断
成长过程中，幼儿本身的某些习惯行为存在关键发展期。比如：我
们班级的挑食现象，教师如果能积极发现幼儿挑食的原因，抓住幼
儿对喜欢食物特点的兴趣，给予有效刺激和正支架式引导，那么不
挑食的好习惯就会逐步养成。

1  捕捉奇点，激发探究
在《请到我家来做客》主题活动中，幼儿邀请朋友，用

什么招待朋友，对各种各样的蔬菜充满了兴趣，一天午餐，是
山药莴苣笋炒胡萝卜。午餐结束后，大部分孩子的碗里留下了
胡萝卜，都不愿意吃。我及时拍照记录了孩子们的用餐情况，
捕捉到幼儿对胡萝卜的“厌恶”。餐后谈话活动中，围绕照片
展开，午餐时，为什么要留下胡萝卜？为什么不吃胡萝卜呢？
面对这些照片，孩子们说了对胡萝卜各种好与坏的理由。

2  提供支架，深入探究
2.1 提供胡萝卜实物支架，通过观察激发兴趣。我和二个

孩子偷偷从我们班级种植园地拔来一株胡萝卜，大伙儿都围了过
来，只听见幼儿七嘴八舌的议论着：“哇，胡萝卜是橙色的，很漂
亮”，刀刀调皮的闻了一下，边吐舌头边说：“臭，臭，臭，我才
不喜欢它呢”，小硕抢着说：“它长长的，就像飞机的身体，可以
给它装上翅膀当飞机”……大家在议论中进一步认识了胡萝卜独
特的形、色、味，快速激发幼儿的主动参与兴趣，提升幼儿对胡
萝卜的认识水平。

2.2提供烹饪支架，激发幼儿的品尝兴趣。胡萝卜又称甘荀，
以根作蔬菜食用。根分黄红两种，带点萵气，全国各地都有栽培，
它的营养成分很丰富，糯尖脂肪，挥发油，胡萝卜素，维生素A.
B.B2.钙.铁等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是一道色泽美观，营养丰富
的蔬菜。胡萝卜可以怎么吃才是大家最喜欢的呢？教师在孩子们
新一轮的讨论中有效介入参与讨论并提问：“上次调查表中，你们
都说水饺最喜欢吃，胡萝卜水饺你们喜欢吃吗？”大家一脸茫然，
微微问道：“那怎样才能把胡萝卜变成水饺呢？”第二天，在家委
会的帮助下，制作胡萝卜水饺活动付诸实践，所有幼儿分组参与
制作过程，榨汁、和面、擀皮、调肉馅、包水饺，大家撸起袖子
齐心协力的忙碌着，每个孩子都兴致勃勃，积极参与，享受制作
美食的过程，水饺上桌了，“真好吃，老师，这些胡萝卜的臭味不
见了！”通过换个方式烹饪胡萝卜，并让幼儿参与制作，既调动
了幼儿参与的积极性，潜移默化中改变幼儿挑食现象，使幼儿玩
在其中、吃在其中、乐在其中。

2.3提供区域支架，玩转胡萝卜，爱上胡萝卜。要改善幼儿

对胡萝卜不挑食的现象，不仅要通过独特的烹饪方法，还要让
幼儿与胡萝卜进行充分接触，提升幼儿动手操作能力。区域活
动时，我提出胡萝卜可以怎么玩时？又成了孩子们新的探讨问
题，胖胖说：“可以切开胡萝卜，做胡萝卜冰糖葫芦”，轩
轩说：“胡萝卜可以搭房子，搭很高的房子”，小嘟说:“我
会搭很大很漂亮的房子”，悦悦说：“我还会装饰胡萝卜房
子”……大家都觉得轩轩提出搭胡萝卜房子的主意不错。

2.4提供亲子支架，多元平台分享，逐步改善幼儿挑食情况。
据调查，幼儿挑食现象，不仅是不喜欢吃胡萝卜，而是对其它蔬
菜也同样排斥，想要彻底改善幼儿挑食情况，养成良好的饮食习
惯，不能只依靠幼儿园，家园合作也很重要。通过家园合作，孩
子们进行光盘行动打卡，从而引导孩子喜欢吃各种蔬菜，逐渐养
成不挑食的好习惯。

2.5实践活动支架，体验种植的快乐，珍惜劳动成果。“胡萝
卜有种子吗？我们可以种胡萝卜吗？听完绘本故事《种子》后，小
提出了一个疑问，于是，关于胡萝卜的种植活动，又开始讨论了。
小璐说：“我想把它种在花盆里”，佳佳说:“可以种在土多一点的
地方，我建议让家长周末带孩子到菜地，通过看一看，摸一摸，闻
一闻等感官能力，进一步了解胡萝卜的独特性，从菜农处了解种
植胡萝卜到收获胡萝卜虽艰辛却有趣的过程。

3  优化形式，创新支架
3.1 抓住时机，延伸活动。胡萝卜活动的还在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丰收胡萝卜的日子里，孩子们把从家里种的胡萝卜到教
室集合。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不停地称赞
自己种的胡萝卜又大又红。小米说：“老师，小兔子喜欢吃胡萝卜，
没有煮的胡萝卜小朋友可以吃吗？”于是，关于胡萝卜，新的探
索又开始了。

3.2形成主题网络——延伸。“胡萝卜”系列活动开展中，通
过教师及时捕捉到幼儿对新鲜事物的兴趣点，提供有效支架支持，
不断引发幼儿探究过程的深入。幼儿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
萌发新的兴趣，产生新的兴趣，教师在幼儿零散的设想中有计划
有目的地仔细挑选可以深入探究的内容，引导幼儿朝着自我探究
的走向实现个别化发展。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于学前阶段是幼儿行为习惯培养的核心时期，

这就要求广大幼儿教师真正认识到幼儿习惯探究活动的重要性。
通过支架教学理论应用在幼儿教育中，教师发挥出引导者的作用，
与幼儿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充分让幼儿主动参与其中，选择合
适的支架，协助幼儿建构自己的学习模式，养成良好的健康饮食
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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