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6 Vol. 4 No. 25 2022教育前沿

沙漏被打碎了
——把握教育契机，宽容孩子错误

孟珊珊

（江苏省句容市二圣幼儿园，江苏 句容 212400）

摘要：教育学家华应龙先生提出“化错教学”，其主旨是将孩子所犯错误通过一定手段转换为重要教育资源，由此提升孩子应对错

误的化错思维能力，使得孩子能够以正确的态度面对错误、理解错误，并找到错误背后的缘由。“允许错误”为幼儿教育提供了一条全

新的思考，宽容孩子的错误、引导孩子直面错误、思考解决办法，使得幼儿勇于探索和试错，对于其思维灵活性以及学习能力的培养具

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探究在教育过程中如何宽容孩子的错误，转化孩子的错误，将错误转化成宝贝的教学资源，阐述了在教育实践

中的一个案例——“沙漏被打碎了”，通过这个案例来阐述如何化错误为教育契机，希望为教师们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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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教育过程中，幼儿的认知水平、思维能力还未成熟，

在所难免会犯各种类型的错误，而应对错误的解决方式关乎幼儿

将来面对错误的态度和行为，所以在教育过程中，寻求一种科学

的途径将孩子的“不经意间的错误”有效转换为特殊的“教育资源”，

是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任务，由此便衍生出“化错教学”。

一、案例背景

陶行知先生以为：好教育者，应当具有灵敏的手去抓机会，

并且要带千里镜去找机会，不辜负机会，机会找着了，就要尽力

地发展。

教师在一日生活和学习中，应适时抓住教育契机，发掘教育

资源，在活动中保护孩子好奇心，激发孩子求知欲，鼓励孩子建

立自信心，让儿童自由快乐生长。

二、案例描述

（一）沙漏被打碎了

小班新生入园已经快半个学期了，可是班上总有些孩子吃饭

特别慢，冬天老师怕孩子的饭菜凉了，给每个小组一个沙漏，让

孩子们借助沙漏互相提醒，快快把饭菜吃完，吃完饭大家再把沙

漏放回了柜子上。一天中午，阳阳吃过饭站在柜子面前，只见他

拿起一个沙漏叠放在另一个上面，然后，又拿起一个沙漏准备再

次叠放，虽然他两根手指小心翼翼地夹起沙漏，但却怎么放沙漏

都站不稳，于是他踮起脚又试了两遍、三遍……啪！一个沙漏从

最顶端掉了下来，教室里立刻传来一片尖叫声。一个孩子冲到我

面前，指着阳阳对我大喊到：“老师！你快看呐！阳阳把沙漏打

碎了！”我连忙跑过去看了看阳阳有没有受伤，只见他瞪大双眼

吃惊地望着掉在地上的沙漏，伸出小手指戳了戳沙漏的外壳，他

难为情地缩起小脑袋，紧紧地咬着嘴唇，眼睛时不时瞟了瞟我，

嘴里还嘟囔着：“奇怪，怎么会碎了呢？”看到我来了，孩子们

更兴奋了，“阳阳赔沙漏，都怪你！”“阳阳你好讨厌啊！竟然

打碎了沙漏！”阳阳瞟了瞟大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看

了看沙漏，又看了看嗦着手指头一脸紧张的阳阳，问道：“奇怪啊，

沙漏为什么会碎呢？”教室里出现了片刻的安静，时间不长，孩

子们立刻又兴奋地开始讨论“因为它是玻璃的，妈妈说玻璃的东

西就会碎！”“玻璃很危险！要赶快扔掉！不然手会流血的！”“因

为沙漏不能站得太高！”“因为沙漏本来就很容易碎嘛！”

（二）玻璃和塑料

我看了看手里的沙漏，又问道：“咦，为什么沙漏外面这层

没有碎？里面的那层却碎了呢？”孩子们瞪大眼睛看了看沙漏，

有的甚至捂住嘴巴，做出难以置信的样子：“真的是这样唉！”“为

什么外面没碎呢？”“外面的玻璃可能更坚强一点吧！”“嗯……

我也不知道，可能它怕我们扎手所以只碎了里面吧！”大胆的阳

阳一把拿起我手里的沙漏，说：“让我来看看！”女孩子们被他

吓了一跳，倒吸了一口气，对他说“阳阳小心玻璃呐！”只见他

仔细地把沙漏翻过来翻过去，又拿着沙漏在地上敲了敲，他挠了

挠自己的小脑袋，突然举起手里的沙漏一脸骄傲地说“我知道啦！

外面的是塑料啦！怎么摔都不会碎的！”“塑料是什么？”大家

疑惑地看着阳阳。阳阳小眼睛一转“塑料就是我们吃糖果的罐子

啊！我上次不小心把它摔在地上它也没有碎！”“塑料这么厉害！”

大家一脸崇拜地看着阳阳。“对啊！玻璃都没有塑料厉害！它们

都是透明的，可是玻璃一摔就碎了！”阳阳激动地和大家讨论着，

我看着人群中散发光芒的阳阳，欣慰地笑了。

（三）善待玻璃

我又提出问题“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些东西是玻璃做的？它那

么容易碎我们该怎么办呢？”孩子们一个个歪着小脑袋开始思考，

阳阳跑到了教室门口大声吼道：“你们看，窗户和门都是玻璃

的！”“噢！怪不得老师让我们轻轻关门！”“我以后一定要小

心地对它！”就这样，第二天，孩子们开始搜集生活中的塑料和

玻璃制品，我们还进行了瓶瓶罐罐的主题探究活动，主要针对的

就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玻璃瓶和塑料瓶。孩子们开始小心对待生

活中一切玻璃制品，包括教室里的花瓶、老师喝水的水杯、自然

角的鱼缸……而作为老师，我再也不用一遍又一遍地提醒大家小

心，再也不用为教室里的玻璃门提心吊胆了！之后，大家什么事

都愿意去请教阳阳，因为阳阳善于发现的小眼睛、善于思考的小

脑袋已经征服了所有人。

三、案例反思

（一）“容”错——保护孩子的好奇心

在幼儿园生活中，我们常常避免不了孩子犯错，也许只是案

例中阳阳不小心打碎了沙漏，但我们应该宽容对待孩子的错误，

保护孩子的好奇心。一开始，阳阳发现沙漏竟然可以垒高，虽然

他因为柜子太高够不着的原因失败了，但他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并

能大胆地付诸实践，当沙漏掉在地上，他产生了“沙漏为什么会

碎？”的想法，接着我跟着他一起表现出同样的好奇心，他立刻

展现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根据他的已有经验，再通过摸一摸敲一

敲感知沙漏瓶的外壳，他发现沙漏瓶外面还有一层塑料保护壳，

于是他便对玻璃和塑料进行了对比，还发现了他们的共同点是透

明的，但玻璃更易碎。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误产生的好奇心，才让

我们的孩子学会思考，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树立面对错误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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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中的玻璃和塑料制品产生兴趣，才有了我们后续生动的主

题活动。被苹果砸到脑袋的牛顿，因为好奇心才发现了万有引力；

被烧水壶热腾腾的蒸汽吸引的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伽利略也是

好奇吊灯摇晃而发现了单摆。若要实现最佳教学效果，首先要建

立在幼儿基础之上，只有引导幼儿坦然应对所犯错误，才能将其

错误部分进行引导转换，使之成为有效教学资源，通过同正确理

论的对比进而实现对于问题的客观认知。因此在教育资源方面，

应当基于实际情况，以幼儿为主体展开引导。对幼儿的问题，应

当基于实际情况进行客观引导，避免幼儿对化错的核心产生误解，

使得“允许犯错”的原则在落实过程中产生“支持犯错”的效果。

在孩子的日常生活学习中，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是帮助他们接受新

鲜事物和新知识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方法手段！陶行知先生曾经说

过“我们必须学会变成小孩子，才能配做小孩子的先生”，只有

保持和孩子一样的好奇心，充分尊重他们的好奇心，在好奇心催

化剂的作用下，孩子的学习能力、创造性思维、人格发展才会有

卓越的发展！

（二）“荣”错——建立孩子的自信心

教育家陶行知说：“教育者要相信儿童、解放儿童。”孩子

就像种子，只有给他自信他才能在犯错中茁壮成长，孩子不断犯

的错误，正是孩子不断改正错误、自我完善的过程。这次打碎沙漏，

一开始阳阳提出心中的困惑，正当他缺乏自信心时，孩子们和我

一起肯定了他的大胆思考和发现，最终，阳阳在讨论探索中重拾

自信，孩子们也不再把阳阳只当成是犯错者。试想，当我们把一

个错误答案给孩子，没有一个孩子敢站出来反驳，满教室都是没

有自信心的孩子，我们的教育该多失败啊！阳阳虽然这次犯错了，

但下次他会更加大胆去发现生活中他所感兴趣的一切事物。如果

他误把犯错当作一件见不得人的事，那么我们就扼杀了他的自信

心，扼杀了他的独特人格魅力。心理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把跳蚤放进没有盖子的杯子，结果跳蚤轻而易举地跳出了杯子。

紧接着，心理学家用一块玻璃盖住杯子，于是跳蚤每次往上跳都

因撞到玻璃而跳不出去，过些时候再拿掉玻璃，跳蚤再也不跳了。

孩子就像跳蚤一样一开始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心，当他犯错时我们

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去鼓励他们，那么终有一天，孩子会开始失去

自信心，而自我否定的人终将沉浸在失败的经验中再也爬不起来。

幼儿活动中，宽容错误的最终教学目标是使幼儿在正确认知

错误的基础上，培养纠错意识，养成正确的思维，进而实现学习

能力的提升。所以纠错意识的培养是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面对幼儿所暴露出的问题，教师应当基于错误本质予以正确引导，

基于活动所授理论使其认识到自身学习过程中的欠缺之处，因此

教师要对诱发错误的本质原因进行探究，并且在过程中让幼儿产

生深刻认知，由此激发幼儿的认知冲突，使其能够产生纠错意识。

引导幼儿自行探究错误本质，进而避免类似错误的再次发生，有

效提升幼儿的纠错能力以及认知能力。

（三）“融”错——犯错是一种教育资源

“犯错本来就是一种教育资源”，真正有效的教育，就是和

孩子一起正视错误，在教育中融入错误，帮助孩子改正错误。就

像我一再跟孩子们强调关门要轻一点，倒不如孩子们打碎一个沙

漏来得容易。如果我没有把这次犯错当作教育契机，跟其他孩子

进行深入讨论，而只是一味地重复提醒大家以后不要再打碎其他

东西了，我相信再多的提醒也无济于事。只有孩子们自己在错误

中主动发现了玻璃易碎的特点，发现生活中玻璃的用处无处不在，

发现玻璃的危险性，才能从真正意义上避免打碎玻璃这样的事情

再次发生。正是因为我重视了这次犯错，把它当成好的教育契机，

孩子们才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惊喜！我们的一日生活中有许多这样

的教育契机，比如：我的班级里小部分孩子对洗手很感兴趣，甚

至洗一次手能在洗手池待上十分钟，把袖子都打湿了，我便提出

问题：洗手池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他们竟然发现了两种管道可

以流出不一样温度的水；还有孩子发现了当有人冲厕所时，洗手

池里的水流大小会随之变化；甚至有人提出问题我们洗完的水会

流到哪里去？对于其思维灵活性以及学习能力的培养具有十分重

要的价值。就这样，我们还开展了节约用水的主题游戏活动。对

于孩子来说，每天这样的“犯错”已经司空见惯了，而作为老师，

我们可不能熟视无睹，应该顺势而为，把一次次这样的“犯错”

当作教育的契机。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能真正“活起来”。

在“转化”思想中，将幼儿错误转换为教育资源的过程称为“化

错”，而其本质即为对于错误的反思过程。针对错误的本质原因，

幼儿在深入的反思之后会产生强化正确认知的作用，并形成高效

的学习体系，使其在不断强化中得以掌握复杂程度更高的知识难

点。而在反思过程中教师可以基于下述三个方面对幼儿予以引导：

其一，将班级分成学习小组，对典型错误展开探讨，并分析各自

错误中的共性，探究其本质原因并进行交流，多次强化正确认知，

同时对错误集中、具有相似性的模块进行深入分析。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犯错，孩子会犯错，教育

者亦是。宽容对待孩子的错误，教会孩子对待错误的行为方式，

才能把孩子沉睡的潜能唤醒，并激励他们思考，对于教育者和孩

子而言，无疑会收获更多的教育秘密！

四、结语

幼儿阶段是孩子发展最为重要的阶段，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

能够对其一生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而在幼儿教育中，宽容孩子的

错误、转化孩子的错误对于培养幼儿形成良好的精神品质和行为

习惯具有显著作用。究其本质，宽容和转化就是将学习过程中的

差错通过一定手段进行转化，进而使幼儿养成面对错误的反思能

力以及纠错意识，推动幼儿教育效率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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