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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观察”作为江苏省课程游戏化实施的第一轮六大

支架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

知先生曾说过“教育为本，观察先行”，只有科学、有

效的观察，才能改变教师对幼儿园课程的狭隘理解。

在对幼儿进行观察、记录和评价中，教师的角色从以

往的设计者、组织者逐渐转化为观察者、记录者。观

察与记录是理解幼儿行为最为重要的判断基础，通过

观察可以不断改善活动的组织形式，支持幼儿向更高

水平发展。

2　案例及思考

作为教师，如何适时运用观察来不断调整跟进，从

而促发儿童的自主学习、自主成长呢？又该如何基于观

察与评价提升自我的课程领导力呢？在此分享我园从观

察到生成园本课程《厕所里的小秘密》后的几点思考：

案例回顾：在一次组织小班新入园宝宝如厕时，王

老师无意中发现班上的女孩子绮绮和可可拽厕纸的行为。

（随意观察记录 1）绮绮不会拉，拉出多少也不知道，可

可力气大，一下子拉出了很多，并且非常“熟练”的在

手上绕了几圈，拽出的纸是不是多了也没在意，两个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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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没关注卷纸筒里剩下的纸被拉到了地上。

这一次的随意观察发现让王老师对孩子们在厕所里

用纸的行为多了几分关注，通过一段时间的定点观察，

发现厕所里的卷纸被孩子们拉扯的非常凌乱，有时都拖

到了地上，孩子们对上厕所小便和大便的用纸量完全没

有概念。每次上完厕所，保育阿姨都得把卷纸重新整理

半天，有时还得将扯烂、沾到地上的卷纸撕掉，无形中

浪费不少。（定点观察记录 2）

思考一：我们在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常常是日复一

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生活。有许多时候孩子的行为在

成人的眼里是非常平凡的，找不到我们认为的所谓“精

彩”时刻。例如，我们经常看到美工区一个幼儿在不断

地把彩泥压倒小星星模具里，压实，倒掉，嘴中喃喃自

语；建构区，孩子们不断的摆弄积木和各种小盒子，重

复着推到、重建、推到、重建的过程；盥洗间里，孩子

们进进出出。这些日常极不起眼的举动会让我们觉得没

什么价值，“精彩”的时刻在哪里呢？

其实，日常的观察记录的并不是让我们睁大眼睛去

发现所谓的“让人眼前一亮”的事情，不是让我们“守

株待兔”地去等待所谓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时刻的到

来。教师的日常“观察记录墙”的目的就是通过观察

“我看到了什么？幼儿在干什么？”，用白描式的语汇去

记录，用最客观的表达再现场景，去捕捉、判断、识别，

收集儿童发展的线索，而这也是幼儿教师最核心的技能。

在这个案例中，教师就是基于观察的“随手记”，发现新

入园的孩子们在“如厕”这一环节存在着个体差异，教

师再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观察他们的行为，为了解儿

童现有的“如厕”经验提供了判断。接下来，教师们展

开了讨论、分析，就儿童现有的“如厕”行为进行研讨，

这样的情景对于儿童的学习和发展有什么价值，他们可

以从中获得什么样的经验？继续以案例“厕所里的小秘

密”为例：

案例回顾：教师们在研讨中，认为幼儿可从中获得

如下的经验：

1. 一日生活是幼儿在幼儿园一天的全部经历，是幼

儿生命充实与展现的历程，是“个体在参与、体验与创

造中，利用环境自我更新的历程”。把教育融入一日生活

是幼儿教育的规律，是科学的幼儿教育必须遵循的原则。

（虽然我们大部分都认同，然而在很多人眼中这样的事

例太普通）

2.《规程》中提出：“合理地综合组织各方面的教育

内容，并渗透于幼儿一日生活的各项活动中，充分发挥

各种教育手段的交互作用。”“创设与教育相适应的良好

环境，为幼儿提供活动和表现能力的机会与条件。”“幼

儿园日常生活组织，要从实际出发，建立必要的合理的

常规，坚持一贯性、一致性和灵活性的原则，培养幼儿

的良好习惯和初步的生活自理能力。”

3. 生活中的数学：从孩子们拉纸的过程中可以发现，

有的孩子已经观察到卷纸上的虚线分割，用手绕的过程

中会不自觉的数。

4. 动作发展：有的孩子在抽拉纸的过程中，会用两

手相互滚动缠绕向上，有的孩子会按照虚线分割向上折

叠，有的孩子则是拧麻花一样。

5. 社会性的发展：有的孩子看到拉的多的会说，“你

拉的太多啦，浪费纸。”有的孩子还会主动将“经验”告

诉其他孩子“我妈妈说要从线（虚线分割处）这个地方

把纸撕下来，就不会破掉了。”

思考二：在对所看到的“情景”进行意义分析或价

值判断的基础上，教师需要进一步作出行动决策：“我要

干预吗？”不是任何情景都需要教师的干预或“指导”。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问题老师都观望，让孩子自己摸

索。很多时候我们都清楚“一日生活皆课程”，这里的

生活不仅仅有孩子们的游戏、学习，还有他们的吃喝拉

撒睡。但我们总会把目光关注到他们的游戏、学习，绞

尽脑汁的在寻找他们的“精彩时刻”，似乎不在这些环节

挖掘出精彩的故事，我们的专业性就会受到质疑，那些

吃喝拉撒的小事就交给保育员或者婆婆妈妈们去关心吧。

其实，在幼儿园，那些能自己能如厕，喝水会排队，会

使用公共生活用品，会自己独立整理好衣服去游戏，洗

手时能不弄湿自己衣服的幼儿，其“生活本领”或“生

活知识”给予他们的远不止是生活上的便利，还会让他

们更富有积极的自我意识和个人成就感，更富有稳定的

情绪和自信心，更具有活动能力和适应能力。而这些好

的习惯、思维方式将为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提供有利条

件，也会成为其学习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样的

行动判断，老师回到班级利用谈话时间，和孩子萌聊了

起来……

案例回顾：

回到班上，王老师就刚才的事情进行了讨论——

教师：“刚才，卷纸为什么会拖到地上呢？”

陈梓桐：“我刚才拽的时候力气太大了，卷纸出来好

多好多，就拖到地上了。”

教师：“那么，如果小朋友需要卷纸时应该怎么做才

能避免这样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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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姝苒：“我知道，要轻轻地往下拉。”

陈云锦：“要小心一点，慢慢地拉。”

教师：“卷纸拖到地上有什么不好呢？”

汤诗阳：“太浪费了。”

张嘉言：“拖到地上纸就会变脏了，地上有灰尘呢。”

韦伊：“地上有细菌，用脏脏的纸擦屁股就会肚子

疼。”

教师：“大便和小便的用纸是一样多吗？”……

思考三：如果我们发现幼儿在生活中、游戏活动中

确实遇到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确实需要教师的引导或帮

助，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适宜的方式方法介入。

这就是观察的目的，需要教师主动地在幼儿的日常行为

中找到、并能够读懂幼儿思维的细节，找到解读幼儿的

密码，找到支持、帮助、指导幼儿学习与发展的依据。

3　班本活动方案及实施

接下来老师讨论如何跟进和支持，刚入园的孩子对

“如厕”的认知还停留在成人陪伴、成人帮助的意识上，

如何让孩子们自己探索、发现并学习？老师开始生成班

本活动。以《厕所里的小秘密》为例，老师们设计了如

下活动方案并实施：

3.1 摸一摸、玩一玩，认识卷纸

第二天，老师准备了一卷卷纸，孩子们通过摸一摸、

玩一玩，有了一些小发现。

纪姝苒：“卷纸圆圆的，可以在桌上滚。”

高圣杰：“我的卷纸里面有个筒，可可的卷纸没有。”

刘镇睿：“卷纸摸上去软软的。”

教师：“卷纸为什么要做成软软的呢？”

陈梓桐：“我知道老师，擦屁股不能用硬硬的纸，不

然屁股会疼的。”

孩子们在泥工板上滴入几滴水，分别用一节纸、一

节纸对折、两节纸、两节纸对折等擦拭泥工板上的水，

他们发现：一节纸对折擦拭水，水完全印到手上了，一

节纸对折擦拭水，也会印到小手上，两节纸对折两次擦

拭，水是不会印到手上的。于是，孩子们得出结论：拽

两节纸并对折两次然后擦屁股是比较合适的，即不会弄

脏手，又不会浪费纸。

3.2 折一折、撕一撕，学会撕拉卷纸

张梓朔：“老师，卷纸上有一节一节的，你过来看。”。

教师：“你知道这一节一节的是干什么用的吗？”

吴柯晓：“我知道，就是从这个地方把纸撕下来。”

孩子们练习撕卷纸。大部分孩子能很完整地撕下一

节纸。

教师：“怎么撕就不会把卷纸撕破？”

马祎鸣：“要沿着那条线慢慢地撕。”

教师：“那么，女孩子小便，撕几节纸比较合适呢？”

“一节”、“要两节”“我觉得要三节”……孩子们七

嘴八舌，一边用手比划着。

为了了解女孩子小便后用几节纸擦屁股比较合适，

教师组织孩子们分组进行了小实验。

老师还在美工区也给孩子们准备了一些撕纸活动的

材料，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为了让小朋友们记住这些，

教师和幼儿还一起编了个顺口溜：“需要卷纸轻轻拉，找

到两节轻轻拽，对折以后再对折，节约用纸我最棒！”

孩子们边念顺口溜边练习撕纸和对折，完成得都非常好。

陈梓桐边撕边说：“撕纸真好玩。”

3.3 量一量，比一比，指导节约用纸

悬挂的卷纸在拉拽时都需要半蹲才能看得很清楚，

怎样才能节约时间，快速地知道卷纸拉到哪个位置就可

以了呢？孩子们思考了半天没想出来，这时，有个孩子

提议：能不能让大班的哥哥姐姐帮我们想办法呢？

于是请来几位隔壁大五班的哥哥姐姐们帮着想想好

办法。

哥哥：“我觉得可以把卷纸拉出两节来，在墙上贴个

小贴花，做个标记。或者还可以在墙上画个小朋友，然

后他的手指着卷纸，就是告诉别人，卷纸拉到手指着的

地方你就可以停了。”

姐姐 2：“哎，你们看这个卷纸筒下边有个洞洞，我

觉得还可以绑个绳子，就是系上一条绳子，然后就是告

诉你把卷纸拉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停了，你们觉得这个方

法好不好？”一旁的孩子们鼓掌表示赞同。

哥哥姐姐们帮着想了这么多好办法，用哪种方法好

呢？孩子们进行了投票。

最后选出用系绳子的方法。

思考四：在案例进行到这个环节，看似解决了之

前的观察中出现的问题，孩子们在老师的支持下，在实

践、讨论、在实践的生活中提高的“如厕”的能力。然

而，作为教师还需要在观察和干预之后，对过程进行反

思，包括“我的行动是否有效？是否适宜？”“应当如

何改进？”“提供的材料适宜吗？”“我创设的环境有问

题吗？”教师们依然用观察的视角来进行行为评价。在

观察中，老师们发现，孩子们在盥洗间里的谈话五花八

门，“为什么便便不一样？”“厕所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

洞洞，便便去了哪里？”“不会擦屁屁怎么办？”“水从哪

里来？”等等小问题，小班和大班的老师随即对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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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跟进，并且从课程的角度进行了规划。

4　结语

从一段短短的观察记录到衍生出的《厕所里的小秘

密》园本课程，让原本只是一段寻常的生活片段，变得

有温度、有课程意识。老师们借助观察的视角，在生活

中捕捉到孩子们的兴趣和需要，了解了他们的经验水平，

提供了有价值的学习生长点。同时，在活动中，教师反

思了自己的教育内容、组织方式、环境创设，并进行动

态的调整与改造，促进了儿童的发展，也提升了教师对课

程的领导力，让老师们认识到，有温度的观察不应该只从

技术视角去研究，而需站在教育和课程的视角来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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