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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真“玩”出名堂 
◆沈凤娟 

（吴江区盛泽实验幼儿园  江苏苏州  215228） 

 
摘要：皮亚杰提出“操作活动是孩子最重要的活动，儿童的智慧来源于

操作。”儿童有着天生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捕捉到建构游戏中的创意和

生活中真实的事物所碰撞的细小“火花”，从小中见大，引发幼儿探究的

行为，激发探究兴趣，体验探究过程，发展初步的探究能力，体现真正

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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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儿童是“天生的科学家”，因为儿童天然地对这个
世界充满好奇心，并积极地尝试、探索和理解周围的世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到：儿童科学学习的核心是激发探
究兴趣，体验探究过程，发展初步的探究能力。儿童不仅在探究
过程中习得一定的科学经验，更重要的是掌握一种看待世界的态
度和方法。不论是自发探究，还是教师组织的有目的的探索，有
意义的、有价值的探究都需要幼儿具备一定的探究能力。 

一、咦！——注意观察，发现所获 
情景再现：姜景文接了 3 块长条积木后，他开始转弯摆上 4

个圆柱积木，把长条积木放在圆柱积木上，嘴里说着：“我要搭
一座高架桥”手拨弄下圆柱积木，调整好圆柱积木的位置。他又
拿了一根长条积木，一端架在圆柱积木上，一端连接地面上的马
路，形成一个坡度。“刘一辰，你快过来看，我搭的高架”刘一
辰看见了说：“好啊，我来开车了”说着把一辆小汽车放在高架
上，用手推着小车前进，到了坡度那里，刘一辰一推，小车从坡
上滑下来，一下子翻到了地面，又试了几次，汽车还是是翻掉…… 

“玩”就是学习，“玩”就是教育。虞永平老师说过：课程
在儿童的行动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玩”中蕴含着取之不
尽的教育资源，玩着玩着，故事就来了。教师要善于发现事件背
后所隐含的教育价值，寓教于细。建构游戏中发生的“翻车”事
件，这是一个偶发事件，但是儿童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几次
尝试，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换个地方搭一个坡度或者把高架桥
搭长一点。 

二、疑——质疑问难，寻找原因 
1.高架桥为什么搭不好？ 
幼儿缺乏对高架桥的认识，我们本土缺少高架桥资源，幼儿

没有生活经验，因此在建构时仅凭想象进行搭建，缺乏建构高架
桥的经验支撑。 

2.斜坡上为什么总是翻车？ 
怎么样的坡度能让汽车稳稳地行驶，这是一个需要探究的问

题，我们都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经验，而幼儿更加不了解“坡度”
的倾斜度对汽车的行驶影响力这个秘密，而且他们在游戏中关注
现象多余关注原因。 

三、议——集思广益，发散思维 
针对以上分析的两个原因，我的做法是： 
1.善于引导——尊重保护幼儿“玩”的兴趣。引导、支持、

鼓励幼儿大胆表达，在游戏分享中把自己的兴趣和未能解决的问
题给大家分享，引起参与建构游戏的其他幼儿的共鸣，唤醒、鼓
舞他们主动学习的内驱力。瞬间“高架桥”这个词以及他们在游
戏区所建构的“高架桥”作品成为全班幼儿热议的话题，兴趣再
次被点燃。 

2.合理开发——善用家长资源助力幼儿学习提升。学习的方
式很多，我建议幼儿通过家长渠道获得“高架桥”的信息。生活
中得到了家长们的支持，陆续有家长给我们提供了高架桥的信
息、图片、视频等资料，有的幼儿则在家长的带领下亲自去看了
高架桥，对高架桥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这些都引发了幼儿的讨论，
我发现他们的聚焦点在高架桥的“多层、高度、斜坡、弯度”等。 

3.个性施展——融合幼儿发展的多元智能发展需求。他们在
游戏中关注和探索的目的非常明显，有的幼儿搭出了两层、三层
的高架桥；有的幼儿在搭建坡度时会选择长度不一的积木；有的
幼儿则搭出环绕型的高架等。游戏中我也鼓励幼儿多观察同伴的

游戏，同时鼓励他们分享自己建构的经验，逐步深入了解“高架
桥”。 

4.迁移经验——发现、解决问题，“玩”出认真了。儿童的
心灵绝不是一张空白的纸，它总有自己的色彩和印记。在持续几
天的“高架桥”建造中，幼儿通过对“高架桥”的基本认识，内
化为自己的领悟，外显为行动，才有了各式各样的高架桥。但是，
“坡度”“翻车”问题仍然频繁出现，于是大家再次聚焦“坡度”
问题展开讨论。由于幼儿的表述不是很清楚，于是采用的现场演
示和实验的方式进行推断，质疑“人力”“小汽车本身”的影响，
最后归结到“坡度高低”的原因上，并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改变坡
度的高低。 

5.探索真理——科学的本质在于探索。有了“高低坡度”的
认知，幼儿试着重新摆放坡度的积木，发现光动这块积木不能改
变什么，于是大家又一起想办法，最后用了一些辅助积木，延长
和改造了坡度的倾斜度才成功。在最后的总结中，幼儿也逐渐发
现汽车的动力、速度、汽车的外形特征、坡度都会影响汽车下坡
时的安全，但是坡度的高低是最大的影响因素。接触了知识概念
性的科学经验，幼儿在建构游戏中有了更多的观察和思考。 

5.创新评价——关注幼儿体验过程扎根实践。儿童不乏创造
意识，他们的很多奇思妙想更是冲击着成人对科学的理解。比如：
在高架上建造三层全自动停车场；高架中心修建动物园等。作为
教师，应该接纳、支持、和鼓励幼儿以不寻常的方式进行科学探
索，开放活动空间、游戏材料等，适时提供科学建议，鼓励他们
尝试新实验和解决新问题，允许他们用个性化、多元化的表征方
式表达他们对事物和现象的理解。 

行为至此，让我想起朱永通先生《教育的细节》这一书，朱
先生是在我们每个人天天都能碰到看到的那些小细节里去不懈
地做着一篇篇足可以被冠之以大字的文章。学校教育往往就是由
一个个细节、一件件小事构成的，关注这样的细节和小事，追寻
幼儿喜欢的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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