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2020 年第 2 卷第 1 期 实践探索

磨儿圆，豆浆香
——混龄自主游戏实践与思考

徐　蕾

（江苏省扬中市文化新村幼儿园，江苏 扬中 212200）

陶行知先生强调：“生活即教育，游戏来源于生活。”在主

题活动《有趣的豆宝宝》中，我们开展了一系列有关“黄豆”的

子主题活动。孩子们发出疑问：“在幼儿园每天喝的香香甜甜的

豆浆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于是我们共同搜集磨豆浆的材料，如

豆浆机、石磨等。其中孩子们对古法制豆浆颇感兴趣，由此生成

区域游戏活动《磨豆浆》。

多多（男 7 岁）、霖霖（男 6 岁）、欣雨（女 6 岁）来到科

学区准备磨豆浆。霖霖把黄豆放入石磨上的洞中，对多多说：“快

转，快转”。多多一只手抓住石磨的手柄，使出了很大的力气，

石磨旋转得很慢。霖霖见到也抓住手柄，两个人一起旋转石磨，

石磨旋转得快一点了。转动了 8-9 圈，只有碎豆渣出来，没有豆

浆流出来。

多多：“你力气太小了，所以磨不出豆浆。”

霖霖：“黄豆太硬了才磨不出来的。”

多多：“再转快点”。……

两人都抓住手柄帮忙旋转，石磨转了 10 多圈，还是没有豆浆

流出来。

欣雨说：“这里有水，是不是要加水？”大家一致同意，欣

雨朝洞口倒了些水。

多多和霖霖继续转动石磨，开始有水从石槽中流出了。欣雨

又不停地加水，还是只有水和豆渣滓流出来。

多多拿起杯子问我：“老师，为什么我们磨的豆浆不像我们

喝的豆浆那样浓啊？”

我拿起黄豆对他们说：“你们摸摸，这些豆豆什么样的？”多多：

“硬硬的。”

我说：“如果让豆豆变得软一点是不是可以呢？”霖霖：“怎

么把豆豆变软呢？”

多多：“家里煮的饭是用水煮的，米本来也是硬的，用水煮

了就软了，我们用水泡泡看。”

这时候，他们高高兴兴的去泡豆子了，大约过了五分钟，他

们开心地和我说：“老师老师，豆子变大一点了，应该可以磨豆

浆了吧。”我鼓励他们可以试一试。

石磨里有很多碎豆渣，多多提议先把石磨清理干净。霖霖想

要打开石磨看看里面，可是石磨太重了，他对欣雨说：“我们一

起把它打开，用力 !”石磨打开了，里面有好多碎豆渣，他们对多

多说：“快刷干净！”

清理干净石磨后，孩子们用泡了一会儿的黄豆开始继续磨豆

浆。多多和霖霖一起使劲旋转石磨，欣雨用瓶子接豆浆，石槽里

留下更多的豆渣，瓶子里的豆浆还是淡淡的。

孩子们拿起瓶子看看又看，说：“怎么还是像水一样的啊？”

《3-6 岁儿童与发展指南》注重幼儿生活和游戏价值，注重

教育生活化，注重孩子的亲身体验获得经验，注重幼儿审美、科

学兴趣的开发。教师从孩子的生活入手，关注幼儿，敏感地察觉

他们的需要和反应，捕捉他们在活动中发出的有价值的信息，及

时调整教育行为。区域活动是一个能够引发幼儿主动去探索、发现、

探究、学习的场域。幼儿是活动的主体，教师的角色则是引导幼

儿去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幼儿分享经验和提

升经验。

一、教师放手，幼儿主动探索

区域活动中不能硬性要求幼儿按照教师预设的思路去游戏，

使孩子被动的接受，失去了自我。而应该充分尊重、信任幼儿，

把幼儿当作独立的个体，唤起幼儿的主体意识，让他们按照自己

喜欢的方式参与活动，寻找快乐，获得发展。幼儿游戏过程中，

尽量不直接干预幼儿，一旁关注幼儿的表现，了解幼儿的兴趣、

需要和发展，再作出适宜的反应和隐性指导。

案例中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区域游戏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教师“放手”让幼儿主动去探索、去发现，让他们在“直接观察、

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的过程中去学习和获得经验，做幼儿学习

中的观察者、陪伴者、引导者和支持者。在幼儿提出问题，教师

通过启发式提问来促进幼儿积极思考，进一步探索。这样基于幼

儿问题情境、切合幼儿需要的引导，达到良好的指导效果。

二、共同讨论，幼儿分享经验

注重区域活动后讲评的重要价值。每次活动结束后，教师组

织幼儿进行相关讨论。先让孩子们介绍今天你玩了什么？（观察

幼儿的表达能力是否完整。）在游戏中，你碰到了什么困难？是

怎么解决的？（如果还没有解决，幼儿可以共同帮助讨论解决困

难的方法。如果解决了，幼儿可以讨论还有什么方法帮助解决？）

如果没有，把你成功的方法分享给其他幼儿。最后，教师总结幼

儿在游戏中掌握了哪些本领，鼓励没有玩过的幼儿都去尝试一下，

提醒部分经常玩单一区域的幼儿，多走动不同的区域，才能得到

均衡的发展。区域讲评环节一方面可以将自己的游戏经验分享给

同伴。另一方面，幼儿讲述自己办法的过程也是经验分享的过程，

营造了一个班杜拉所阐述的“社会学习”的环境，同伴之间可以

相互模仿、相互学习。

三、混龄游戏，幼儿互动交往

在这样的异龄互动游戏中，大班幼儿表现出超强的坚持性和

领导性，不断调整策略指导小龄幼儿。在此过程中，小龄幼儿的

“发现”对游戏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游戏经验也逐渐增强。

他们学会了协商、轮流、谦让、合作等重要的交往技能，同时也

提升了游戏水平，发展了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

混龄自主游戏中，通过区域游戏环境的创设、活动材料的投放，

让幼儿充分体验自主游戏的乐趣和合作交往的快乐。但还有很多问

题需要进一步思考、解决，如混龄自主游戏中教师面临的是多元目

标的挑战，面对不同年龄的孩子，迫使教师提高了环境创设的能力，

对老师的教育机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方法和途径还需进一步

的尝试和探索，愿幼儿在混龄自主游戏中“健康快乐、感恩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