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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习故事”谈幼儿园混龄教育
蔡镜思之

（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部分家长和教师认为混龄教育有诸多问题，例如班级混龄会影响大孩的发展，大孩可能侵占小孩的权益，班级教

师难以掌握各阶段幼儿的差异性，并难以针对不同幼儿设置合理教案、投放科学的材料、实施恰当的教育等等。针对混龄教育中

可能存在的问题，各幼儿园正在积极探寻解决之道，而“学习故事”可能就为幼儿教师更好的开展混龄教育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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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幼儿园的混龄教育

教育最原初的状态应是以混龄的形式出现的，混龄生活本

身就是儿童生活的自然状态，从前的父辈之间都是大孩带小孩。

而如今，虽然国家提出“三胎政策”，但当前一孩的家庭仍较

普遍的存在着。为了弥补独生子女在社会化发展中的缺失，

部分幼儿园再次开始了混龄教育的尝试。[1] 在混龄教育中，

我们会总会看到大孩带着小孩去户外冒险，小孩更喜欢和大

孩一起玩区角活动，或是在老师组织的集体教学活动中也处

处充满了异龄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在不同年龄段幼儿的沟通

中，由于社会经验和身心发展水平的差异，必然会发生认知

冲突。而异龄之间所产生的思考和碰撞，可能远比同龄孩子

之间的互动更有价值。因为，虽然大孩可能不会去教年幼孩

子一些知识，但他们喜欢在年幼孩子面前展现自我优势以此

获得优越感，而在这一过程中，小孩通过模仿潜移默化的就

习得了更多的经验和行为。

混龄教育虽然对幼儿的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有积极作用，

但教育的过程中同时也伴随着困难与挑战。混龄班级中家长最

担忧什么？换句话说，幼儿教师最应该关注到什么？可能是如

何关注到每个幼儿的发展，并能注重幼儿的差异性和个别化发

展。比如，3-4 的幼儿的分离焦虑和习惯的养成，4-5 岁的幼儿

同伴交往和独立性的培养，5-6 岁幼儿处于入学准备阶段，教

师应该关注到幼儿的责任心、自信心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这

对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幼儿教师如何兼顾

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教育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混龄教育中，

教师对每个幼儿的观察和支持就尤为重要，而“学习故事”的

评价方式正是基于教师对幼儿闪光点的观察而提供的支持和反

应，幼儿教师在学习故事的情景中定能很快捕捉到幼儿的需求

和不同，从而更好的支持混龄教学。运用“学习故事”法观察

幼儿并提供相应的支持策略，与混龄教育中强调教师因材施教，

这两者之间的逻辑线索高度吻合。学习故事在解决混龄教育存

在的问题中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关于幼儿园的“学习故事”

“学习故事”是新西兰普遍采用的课程模式，是观察记录

幼儿学习的一种评价体系，由“注意 - 识别 - 回应”等一系列

环节组成，各环节环环紧扣、不可缺少。[2] 具体来说，“注意”

指向幼儿活动时教师的观察行为，即“幼儿正在发生着什么？”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作为一个客观评价者，采用白描的方式描

述幼儿的行为和语言，通过拍照、录像收集幼儿的“哇”时刻。“识

别”侧重于教师对幼儿行为的解读和评估，即“幼儿发生了什

么学习？”，这对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要求，教师需要结

合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相关知识，分析幼儿在自主活动中的收获

和问题，从而把握幼儿的现有水平。“回应”关注幼儿教师的

支持，即“如何对幼儿提供支持？”通过对前两个环节的梳理，

教师理应根据幼儿的最近发展区，为幼儿提供策略进一步推动

幼儿的自主活动，在与家长的沟通下形成幼儿学习与发展的支

持方案。 

在“学习故事”理念的支持下，幼儿园更强调幼儿的自由

活动和学习，主张教师的观察理解和引导，倡导幼儿教师应有

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时刻关注幼儿的“哇”时刻，即关注幼儿

的优处、能做的和感兴趣的事情。由此，才能围绕幼儿的兴趣

促使其不断生成有意义的、更高水平的学习经验，幼儿教师的

观察和反思能力才能进一步提升。因此，幼儿教师在熟读《指南》

的基础上理解混龄孩子的差异，再借鉴“学习故事”评价方法

观察儿童的成长，这对于准确评价幼儿现状和因材施教提供科

学依据。

三、“学习故事”支持幼儿教师开展混龄教育

长期以来，幼儿园的同龄教育模式对幼儿教师在个性化教

学能力上缺乏支持，教师往往只会根据预设的“教案”进行教学，

很少真正关注幼儿的真实需求。而混龄教育与同龄教育有本质

上的不同，这对传统的幼儿教师角色提出了挑战。混龄教学强

调教师关注每位幼儿的发展，那么教师对幼儿积极观察和分析

就能帮助教师了解幼儿的个别需求。于是，“学习故事”的运

用对于幼儿教师非常重要， “学习故事”帮助幼儿教师从幼儿

游戏的高控者转变为客观评价者的身份，减少幼儿教师对幼儿

游戏行为的揣测，在遵循“注意 - 识别 - 回应”等一系列环节

下，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了解幼儿的游戏行为，继而提供

合理的指导方式。因此，学习故事不仅是一种学习评价手段，

更是帮助幼儿教师专业成长的好帮手。帮助教师增强观察意识，

积累育儿经验，使混龄班级的教育活动更具有针对性。

“学习故事”的评价手段可能正好解答了家长对混龄教育

存在的疑惑，也帮助教师找到了混龄中如何关注到幼儿差异性

的答案。混龄教育质量提升应以教师的专业能力培养为突破口，

帮助幼儿教师学习“学习故事”评价法。因为“学习故事”评

价法来自新西兰，运用在本土多少会有所改变，且幼儿教师少

有“学习故事”相关经验。在园所支持下，幼儿教师理应走进

新西兰，亲身感受“学习故事”的理念。再者幼儿园需要组织“学

习故事”的系统培训，组织观察记录评比教研活动，帮助教师

把握撰写学习故事的方法，撰写“学习故事”才能使“学习故事”

理念发挥作用，才能随时帮助教师在混龄教育情境中识别幼儿

的学习经历和困难，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需求拟定计划并做

出回应，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个性化需求。因此，“学习故事”

是支持教师组织好混龄活动的重要前提，幼儿教师在混龄教育

的探索过程中，需要把握班级幼儿的发展水平和需求，由此混

龄教育才能发挥其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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