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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在幼儿一日活动中渗透数学教育探究 
◆涂迎春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机关幼儿园  558000） 

 
摘要：幼儿以获取直接经验作为学习基础，因此在指导幼儿教育活动过

程中，幼儿教师要积极利用幼儿一日活动契机，完成教育目标渗透的任

务。数学教育可以引导幼儿初步建立数感，使幼儿树立起数学意识，因
此将数学教育目标渗透幼儿园一日活动中，显然是非常合理的教育举措。

但是具体如何实践渗透数学教育的目标，还需要我们结合幼儿园一日活

动的具体内容实施，这也是本研究涉及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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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幼儿园的一日活动中渗透多元教育目标，数学教育目标作为

其中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幼儿来说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
渗透数学教育目标利于他们循序渐进的了解生活中蕴含的数学
元素，这是引导幼儿健康成长和发展的关键一环。具体如何在幼
儿园一日活动中渗透数学教育目标还需要我们结合教育实践展
开研究。 

1 创设数学学习的适宜环境 
幼儿教育活动质量很容易受客观的教育环境影响，因此在幼

儿园一日活动中渗透数学教育目标之前，首先需要我们的营造适
合数学学习的客观环境。借助生活化元素开展幼儿数学教育活动
的启发性和形象性特点，在幼儿园一日活动中渗透数学教育目
标，幼儿能够结合自己熟悉的内容获得学习经验，强化幼儿的学
习动机，促进幼儿的数学思维发展。幼儿数学教师要具备挖掘数
学内容中生活画面的能力，从而让将数学融于生活。为幼儿创造
出宽松尧和谐尧自由尧愉快学习环境，让他们通过实际体验与操
作来进行数学学习。比如要让孩子区分“1”和“许多”的概念。
教师可以提前将小河、大树等图片布置在教师的一角，“1”位教
师带领“许多”幼儿国游过“1”条小河，看到“许多”小鱼，
“1”名学生爬上“1”棵树，发现有“许多”小草和消化，在活
动中反复提起“1”和“许多”的字眼就能够让幼儿认识到其的
概念。在这种既亲切又和实际生活相贴近的环境中分享了学习乐
趣，是原本抽象乏味的数学知识变得生动形象起来，促使学生在
数学学习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在社会生活中渗透数学教育 
在社会生活中，幼儿学习的内容有很多，数学教育是社会生

活中幼儿最容易接触到的，它必须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幼儿
自身的活动，对客观世界中的数量关系及空间形式进行感知、观
察、操作、发现及主动探究[1]，所以就要求教师带领孩子走出幼
儿园，使他们走进社会这个广阔的天地之中，引导孩子在社会生
活中学习数学。如在“去菜市场”的活动中，我提前让每个孩子
准备十块钱，可以去菜市场买自己喜欢的蔬菜。进入菜场后，很
多小朋友发现自己带的钱可以买很多的蔬菜，十块钱需要叔叔阿
姨找零钱，孩子们对数的感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回来的路上，
我又提醒孩子们想一想：“今天一共花了多少钱？买了哪些菜？
还剩下多少钱呢？”在反复的推敲中，孩子们有的小声讨论，有
的扳着手指头计算。在社会生活中，幼儿接触到的数学知识还有
很多，如建筑物之前的前、后、左、右，路上雕塑的大、小排列，
超市里食物、生活用品等的分类。在成人的引导下，相信孩子们
会收获更多。 

3 在游戏活动中渗透数学教育 
幼儿是在不断的活动中学习的,他们在玩中学、动中学、动

中求进步。利用游戏形式进行抽象的数学知识的学习，能够有效
地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提高幼儿思维的积极性，使幼儿在愉快
的情绪中轻轻松松、饶有趣味地学习数学。角色游戏是幼儿期最
典型、最具特色的一种游戏[2]。它也是幼儿对现实生活的一种积
极主动的再现活动。教师可在角色游戏中渗透数学知识，让幼儿
积累数学经验，使他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数学，体验学习
的快乐。如在“小舞台”游戏中，鼓励售货员收一个观众的钱，
就给他一个手帕，锻炼了孩子一一对应的能力；在餐厅里，顾客

的点餐经常不止一份，需要收银员计算出总共的价格，甚至需要
找零钱。服务员还要将各种食物分类放回原位。幼儿在玩中学，
在学中玩，加强了幼儿对数学的感知和体验。结构游戏中幼儿主
要通过动手构造物体或建筑物的结构，实现对周围现实生活的反
映，而这就需要幼儿通过想象活动创造性地反映生活。幼儿为表
现自己想象中的形体，需要较全面地考虑选择什么形状的材料，
需要用多少数量，要按照怎样的顺序排列，要如何把它组合起来
[3]。在建构时还要考虑到匀称、平衡等问题。如在区域活动时，
让幼儿根据自己的喜好、意愿等，用积木搭建一个或者几个由幼
儿自己创作的作品。在这过程中，教师可以问问他们是如何搭建
的，这些作品由哪些形状的积木组成，它们有哪些不同的颜色，
有多少数量的积木组成，并说出它们是按什么顺序搭建的等一系
列问题，让幼儿既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又学会了数量、形状、颜
色等数学知识，积累了丰富的数学经验。 

4 在各领域教学活动中渗透数学教育 
数学知识较抽象，数学学习和幼儿的思维特征之间显然存在

矛盾性，因此在数学教育目标渗透过程中我们要着眼于各个教育
领域[4]。如在绘画、泥工活动中，幼儿可以获得有关空间、形状、
对称以及体积、重量等感性经验；在健康活动中，幼儿可以有更
多的机会形成空间方位意识；在科学教育中，幼儿可以自然地运
用测量、数数等方法，发现物体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关系，提
高数学应用意识，发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艺术欣赏
活动中，我们可以让孩子欣赏自然界中蕴含数学美的物体，如贝
壳、花朵、蝴蝶、向日葵花等，使幼儿感受排列形式上的秩序美
与和谐美，感受数学的魅力；在音乐活动中很多内容体现了数学
教育，如《几只小绵羊》《请到我家来》《长和短》等。 

结束语： 
将数学教育目标渗透在幼儿园一日活动中，利于幼儿建立数

学意识、激发了解数学知识的欲望、意识到数学学习的价值，这
些都为后续的数学教育活动奠定了基础。本研究主要分析了幼儿
园一日活动中渗透数学教育目标的措施，希望本研究的观点和内
容可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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