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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手闻起来是怎么样的呢？ 1

妈妈的手是臭臭的。

为什么说妈妈的手闻起来臭臭的？

因为妈妈她帮我煮了螺蛳粉，我喜欢吃螺蛳粉。

这段师幼对话是在小班幼儿开展主题活动“妈妈的

手”中引发的，教师通过“闻”、“摸”、“看”的感官方

式，从幼儿的生活经验作为生长点，引发幼儿联系自己

的直接经验去思考去回答。

儿童哲学要融入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之中，不是要与

幼儿园一日生活活动、游戏活动、主题活动割裂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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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以儿童哲学的观点为幼儿园的各种活动提供新的方

向和思路，为教育活动提供新的生命张力，同时儿童哲

学也借助幼儿园的活动使得教育活动更符合幼儿的年龄

特点和认知发展，使得教师更加了解幼儿的想法，进一

步引发幼儿多角度、多维度、多方位的进行思考。它的

开展要求教师灵活捕捉幼儿生活中有意义的现象事件，

寻找活动刺激物，将预设的主题与幼儿的兴趣、经验进

行联结，最终来确定儿童哲学探究活动的主题。[2] 对此，

以“妈妈的手”事件为例，对一日生活中的儿童哲学进

行初步的探讨。

一、捕捉教育的契机：由母亲节引发的主题活动

正值母亲节来临之际，幼儿园教师便以此作为儿童

哲学开展的刺激物，生成了本班“我爱妈妈”的主题活

动。教师结合本班幼儿的实际经验和认知发展，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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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幼儿从观察妈妈的手入手，让幼儿思考并阐述我与妈

妈之间的故事，鼓励幼儿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培养其

表达性思维。

（一）妈妈的手是大大的

师：妈妈的手看起来是怎么样的呀？

幼：妈妈的手大大的，很勇敢。

师：妈妈的手为什么很勇敢？

幼：因为妈妈会做勇敢的事情。

师：什么是勇敢的事情？

幼：妈妈能帮我开灯。

回顾以往阶段的幼儿园教学中，小班开展类似的

“我爱爸爸妈妈”主题活动，往往由于主题架构太高，

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幼儿会无法理解教师开展活动的意义，

也不能结合自身的实际感受理解自己对父母亲的情感。

以李普曼为代表的儿童哲学活动给予了幼儿园教学新的

启示，即儿童不是被动意义的接收者，而是需要儿童自

己主动获取建构意义，教师所需要做的是从幼儿年龄阶

段和基本经验出发，贴合幼儿的情感体验，帮助幼儿从

能理解问题的角度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讨论环境。[3]

正如这次开展的主题活动面向的主体是小班，小班的哲

学活动更加注重活动主题与生活情境相联结，小班幼儿

思维的主要特点是由直觉行动思维向具体形象思维发展，

在教育过程中要运用具体形象的刺激物去引发幼儿的感

知与兴趣，因此在活动展开时，教师首先是从“闻”、

“摸”、“看”的感官方式去刺激幼儿对妈妈手的直观感

受的记忆，幼儿通过回顾联系生活中妈妈手的给自身的

感受去表述其观点。

（二）“妈妈的手”背后的思考

这次班级活动对妈妈手的感受探讨，我们不会想到

开灯和勇敢能够联系在一起，也更惊讶于幼儿在一日生

活中对周围环境、事物中细节的关注。可见幼儿对平常

事物的观察与思考是幼儿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去表达自己

周围事物的见解与感受。而这些幼儿思想的流露促使身

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反思是否在日常教育生活中总是习

惯性以成人的视角去考虑幼儿的想法，认为我们的所做

所想即是幼儿所需要的，从而根本性地去忽略幼儿最真

实的诉求。正如陈鹤琴先生所提倡的：“凡是孩子能够自

己想的事，让他自己去想。”[4]

所谓的把儿童哲学融入到幼儿园一日生活，就是要

从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寻找教育的契机，将惯常的教学

活动注入儿童哲学的思想，以儿童哲学的视角语言观点

去表达展现我们平常所忽略的角度和观点。教师所需要

做的就是捕捉幼儿的兴趣点，通过提问引导幼儿对身边

的环境进行观察，从而激发幼儿的思考。在此次活动中，

幼儿的主体性得到发挥，幼儿对问题的兴趣也让教师为

后续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依据，促使教师对之后活动的哲

学价值进行挖掘。

二、延伸教学问题：妈妈的手引发的新的问题

既然幼儿能够从教师提供的“闻”、“摸”、“看”的

角度去表述自己的观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顺应而生，

如“你喜欢妈妈的手吗，为什么喜欢 / 不喜欢”、“妈妈

的手会做什么”……因此我们就可以在幼儿的既有经验

基础之上，延伸新的问题引发幼儿对其做进一步的思考，

鼓励幼儿完整合理表达自己的看法。

（一）“妈妈的手为我梳头、做饭……”

幼：“妈妈的手能够为我擦香香，我喜欢妈妈的手。”

幼：“我也喜欢妈妈的手，因为她为我梳头，还为我

做饭、烧菜。”

幼：“妈妈的手拿锤子，她会装修。”

幼：“妈妈的手会打屁股，弟弟不听话，妈妈的手就

会打他。”

经过教师之前的提问幼儿对妈妈的手有了更为直观

的自我感受，继而进一步提出“妈妈的手会做什么”的

新问题，幼儿的答案与众不同，但都很好地阐述了自己

的观点，是幼儿独立思考后的结果。

把儿童哲学融入到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不是抛开

幼儿的自身发展水平和最近发展区去教学去对话，而是

要根据幼儿的生活经验和年龄特点，选择的内容、教学

的方式、教学的实施以及最后的评价都要贴近幼儿的发

展特点和生活经验。[4] 儿童哲学启示我们要探究日常观

念的合理性，以重塑我们对于复杂世界的观念。[4] 因此

我们在回答问题的环节采用了“观点——理由”的思维

逻辑模型。于是就出现了“妈妈的手会打屁股，因为弟

弟不听话”类似的观点表述。为了促进幼儿思辨思维，

我们在此次问题基础上联系新的刺激物来促使幼儿进一

步深入讨论。

（二）巧用新刺激物开展话题讨论

以儿童哲学为基础开展的活动中，刺激物是能够引

发幼儿思考与讨论的事物，例如某个话题、绘本、生活

中遇到的问题等，凡是可以引发幼儿思考的内容都可以

作为活动开展的刺激物。在本次活动中，由“妈妈的手

会做什么”这个话题中就可以进一步引出“我的手能够

为妈妈做什么”这一新话题的探讨，话题的饱满可以丰

富幼儿对“我爱爸爸妈妈”有更为贴切的认识，也能通

过引入新的刺激物来丰富幼儿的思考和生活中的感受。

在“我的手能够为妈妈做什么”这个话题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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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采用上次活动中幼儿的绘画作品作为新的导入，

进而引起幼儿对“自己的手能够为妈妈做什么”问题的

思考和探究。教师提问：小朋友的妈妈为自己做了这么

多事情，你的手能够为妈妈做些什么呢？幼 1：“我能够

为妈妈整理玩具。”幼 2：“我的手可以为妈妈晒衣服。”

幼 3：“我长大以后要为妈妈盖房子。”幼 4：“我的手可

以拖地扫地洗衣服。”……从生活化的角度出发，吸引幼

儿的注意力，刺激幼儿能够对问题产生兴趣，通过提问

的方式，幼儿都能完整表述出自己的观点。透过幼儿观

点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幼儿从自身角度出发，

对妈妈表达爱的一种形式。

我们通过不同的刺激物引发幼儿对生活的思考与

表达，不只把“我爱妈妈”这一主题只局限在某一单一

的维度上，多维的问题角度使得幼儿逐渐形成“我爱妈

妈”这一主题更完善和丰富的认知。在后续活动的开展

中，又根据幼儿的回答延伸到了生活中进而产生了更多

有趣的话题，诸如“我的手为妈妈做的事情是什么时候

能够做的”、“你现在能够为妈妈盖房子吗？”等问题。

儿童哲学强调关怀性思维，从幼儿自身出发，清楚

地感知自己对妈妈的情感，进而在与同伴等人交往时关

注他人的情绪，以此培养幼儿的同理心，并逐渐学会尊

重他人的情感体验，提高共情力。

三、丰富的活动主题：会说话的手

幼：我的手可以用来抱抱妈妈，我很爱妈妈。

师：除了抱抱表示我爱你，还有什么能够表达爱？

幼：还有飞吻、比心……

师：生活中还有哪些不说话做动作就能明白的手势

呢？

幼：竖大拇指表示你很棒。

幼：挥手可以表示你好、再见。

幼：（竖起食指放在嘴边状）可以表示需要安静。

……

在开展幼儿对手能够妈妈做什么的问题探讨过程中，

有幼儿提出“我能用手拥抱妈妈”的想法，引发了教师

对新刺激物的捕捉，生成了新的主题。教师及时捕捉到

幼儿的奇妙想法，结合教育教学目标将生活中的常识性

知识引入到儿童哲学教育活动中。例如，在“哪些手势

代表了何种意义”的问题上，我们利用幼儿对日常生活

的关注让幼儿对手势与意义建立起联系，进而通过提问

的方式来检验幼儿对手势的认知。

通过提供不同的刺激物，以有趣的话题来支持幼儿

的思考，不把话题局限在一个角度上，后续又提供了生

活中交警、医生等特殊职业的照片，促使幼儿对生活其

他方面的关注，也引发了更多有趣的话题，且都延续到

一日生活中做探讨。

四、儿童哲学的意义：问题延伸中的思维拓展

从“我爱妈妈”这一主题引发出的“妈妈的手是什

么样的”到“妈妈的手会做什么”再到“我的手能够为

妈妈做什么”再到“会说话的手”，整个过程持续了近一

个月。前后不同阶段分别探讨了不同的问题，幼儿在此

期间不仅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将自己的想法画在了

图纸上。这次的主题拓展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幼儿丰富的

内心情感变化以及儿童哲学融入幼儿园一日生活的意义。

在第一次对话式的问题探讨之前，幼儿已有的经验

就是生活中对妈妈手的直观体验，因此这个时期教师所

提问的方式是基于幼儿的经验出发，从触觉、视觉、嗅

觉让幼儿表达自己日常对妈妈手的感受。之后的对话式

问题，幼儿已经建立起对妈妈的手的初步的认知和感知，

再经由教师对问题的延伸，幼儿的思维更拓展，回答问

题的角度也更多元。

活动的拓展不应是脱离幼儿自身经验和生活认知水

平之上的，我们可以从以小见大的角度，从更贴近幼儿

自身生活经验的角度，从能够吸引到幼儿兴趣的角度出

发，从幼儿的认知水平出发，去构建主题的框架，去开

展儿童哲学。

儿童哲学融入幼儿园一日生活，不是要脱离幼儿自

身的生活经验和最近发展区，而是要以幼儿的认知水平

和学习特点为依据，选择最合适的探究话题，贴合幼儿

的实际情况。正如幼儿生活是一个有机整体，在幼儿园

中开展的儿童哲学更应该服务于幼儿生活本身，以儿童

为中心、注重儿童生活经验、促进儿童对生活的思考，

也让幼儿更加热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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