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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加坡教育部于2005年联合民间社团组织，成立了推广华文学习委员

会，为学生营造一个在校外也利于华文学习的大环境。

    学前华文教育支援组是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的三个工作小组之一。成

立这个小组的目标有三：一是为学前华文教师提供专业培训和协助；二是

加强学前华文教育，激发儿童学习华文的兴趣；三是鼓励学前教育中心多

举办以讲华语为主的亲子活动，让家长和孩子在活动中一起学习华文。

    学前华文教育支援组建议，在幼儿成长阶段，教师在教导语言技能时

必须配合幼儿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引发孩童学习华语的兴趣，并通过丰富

多彩的活动和游戏，让他们在轻松自然的学习情境中把华语学好。

    有鉴于此，学前华文教育支援组邀请专业华文课程顾问林美莲博士领

导其他组员，共同编辑了《学前华文教学实例》供教师参考，协助教师们

根据教学对象的语言背景与学习能力等特点，设计适用于自己课堂的教学

活动。

    另外，我们也在《学前华文教学实例》的附录部分，加入教育部学

前教育组《幼儿园课程指导》的中文翻译版，方便教师随时查阅。我们

希望教师们能将这本教学参考资料的学前课程教育原则和理念结合自己

的教学实践，开展更多更具创意的教学活动，共同提高本地学前华文教

学的质量。

阿裕尼集选区国会议员

学前华文教育支援组主席

杨木光先生

2009年9月    



    新加坡教育部学前教育组在2008年出版了新的教学指引《幼儿园课

程指导》。它不但丰富了幼儿园课程框架的内容，而且使指导原则更具体

化，给学前华文教学带来重视综合性学习、注重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

强调学生自主与全面学习，以及积极进行教学反思的新气象。

    以iTeach框架编写的《幼儿园课程指导》虽然非常系统化，但书中所

举的例子并不都是针对华文教学而写的。我们于是决定编写《学前华文

教学实例》，希望通过教案及具体的教学活动介绍，让学前华文教师更

能理解《幼儿园课程指导》中主要章节的重点。《学前华文教学实例》

只针对《幼儿园课程指导》中的某些比较抽象的概念与活动作详细的介

绍，其他相对简单易懂的部分就不加阐述说明。书中介绍的有以下四点：

- 学习周期的各阶段活动设计

- 收集并记录资料以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评估

- 提问与活动设计

- 教学反思

    《幼儿园课程指导》非常系统化，而且深入浅出。但一些学前华文教

师反映他们不是很理解书中的某些教学概念。有鉴于此，学前华文教育支

援组决定附录《幼儿园课程指导》中文译本于后，让学前华文教师也能掌

握《幼儿园课程指导》中的教学概念。此外，我们也附录了一些幼儿园如

何营造有利于幼儿学习华语的环境的图片，以供教师们参考。

    我们编委才疏学浅，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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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Children as learners

学习周期

幼儿的学习过程是复杂的。通过培养积极参与、主动探

索、自己尝试解决问题等学习态度，教师能帮助幼儿获

得最佳的学习效果，为未来的学习打下稳固的基础。学习周期

（Learning Cycle）反映了幼儿学习过程的四个阶段：

掌握期
（Acquisition）

探索期
（Exploration）

应用期
（Application）

察觉期
（Awareness）

学习周期 
Learning Cycle

注：图表取自《幼儿园课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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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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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以“鸵鸟”为主题设计了几个教案，让教师了解如何应

用学习周期来引导幼儿进行有效的学习。

1. 察觉期
 （Awareness）

例：谈话活动——小朋友眼中的驼鸟

活动目标

• 鼓励幼儿大胆说出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

• 激发幼儿爱护驼鸟的情感。

活动提示

(1) 教师提问：你见过驼鸟吗？驼鸟长什么样子？

 幼儿回答：-	驼鸟的腿很长。

	 	 	 -	驼鸟的腿不长毛。

	 	 	 -	驼鸟长得很高。

	 	 	 -	驼鸟跑得很快。

	 	 	 -	驼鸟的嘴很像鸭子的嘴。

	 	 	 -	鸵鸟的颈项很长。

(2) 教师提问：你想知道有关驼鸟哪一方面的知识？

 幼儿回答：-	驼鸟有多高？

	 	 	 -	驼鸟会咬人吗？

	 	 	 -	驼鸟到底有多重？

	 	 	 -	驼鸟的蛋长什么样子？

	 	 	 -	鸵鸟的蛋是什么颜色？

(3) 教师与幼儿一起讨论驼鸟的外形、重量、体积以及其他有关

鸵鸟的有趣知识。



   

幼儿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4) 总结：教师用K-W-L策略①总结前面的谈话。

我已知道…… 我想知道…… 我已学会……

-	驼鸟的腿很长。

-	驼鸟的腿不长毛。

-	驼鸟长得很高。

-	驼鸟跑得很快。

-	驼鸟的嘴很像鸭

	 子的嘴。

-	鸵鸟的颈项很长。

-	驼鸟有多高？

-	驼鸟会咬人吗？

-	驼鸟到底有多重？

-	驼鸟的蛋长什么样子？

-	驼鸟的蛋是什么颜色？

-	一只成年鸵鸟

	 的体重在180

	 公斤左右。

-	鸵鸟蛋像石头

	 一样硬。

2. 探索期
（Exploration）

例1：驼鸟到底有多重？

活动目标

• 通过和幼儿一起查找资料，教师帮助幼儿获得关于驼鸟体重

的信息。

• 让幼儿自己称体重并进行比较，对驼鸟的重量有初步的了

解。

活动提示

(1) 教师与幼儿一起讨论：驼鸟到底有多重？

 幼儿： -	驼鸟可能跟大象一样重。

	 	 	 -	驼鸟很重，我没有力气把它抱起来。

	 	 	 -	驼鸟比我的爸爸重。

①见附录2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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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2) 教师带领幼儿一起在网上搜索资料，获知驼鸟的体重：一只

成年驼鸟的体重可达180公斤。

(3) 让幼儿知道自己的体重，

并进行不同方式的比较，

找出最重的幼儿，如：男

生之间互相比较体重，女

生之间互相比较体重，男

生与女生比较体重等方

式。

(4) 让幼儿将他们个别的重

量加起来，然后与驼鸟

的重量进行比较，以获

得初步的认识——驼鸟

是很大的动物，很多幼

儿的重量加起来才等

于一只成年鸵鸟的体

重。

4



   

幼儿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例2：奇妙的蛋

活动目标

• 通过观察，鼓励幼儿说出不同蛋类的特点，培养幼儿的观察

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 通过观察和比较不同的蛋，激发并培养幼儿主动探索不同蛋

类的兴趣。

• 鼓励幼儿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发现。

活动提示

(1) 出示驼鸟蛋，让幼儿观察。

(2) 请幼儿说一说自己观察到的驼鸟蛋是

什么样的。

 幼儿：-	驼鸟蛋圆圆的。

	 	 	 -	驼鸟蛋像鸡蛋。

	 	 	 -	它像石头，硬硬的。

(3) 教师带幼儿到超级市场观察不同的蛋类（鸡蛋、咸蛋、皮蛋、

鹌鹑蛋等），让幼儿比较蛋的颜色、形状和大小。

(4) 教师教幼儿如何分辨生鸡蛋与

熟鸡蛋。

5



   

幼儿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5) 敲开一个生鸡蛋，盛放在一个盘中，

让幼儿观察：鸡蛋里有什么？（蛋黄、

蛋清）

(6) 教师接着敲破一个熟鸡蛋的壳，问

幼儿：鸡蛋里都有蛋清和蛋黄吗？

（教师边说边剥掉蛋壳）现在蛋壳

 剥掉了，怎么没有蛋清流出来？

(7) 让幼儿说一说生鸡蛋与熟鸡蛋的异同。

 

6



   

幼儿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3. 掌握期
（Acquisition）

例：撕贴画——驼鸟

活动目标

• 通过撕贴画巩固幼儿对鸵鸟的

 认识。

• 让幼儿发挥创意。

活动提示

(1) 教师提供不同的材料让幼儿发

 挥创意，制作自己的鸵鸟撕贴

 画。

(2) 教师鼓励幼儿拿出自己的作

 品，分享自己眼中鸵鸟的外

 形特征。

7



   

幼儿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4. 应用期
（Application）

例：音乐——两只鸵鸟

活动目标

• 通过仿编歌词，巩固幼儿对驼鸟的认识。

• 体验愉悦的心情。

活动提示

(1) 教师与幼儿一起唱儿歌《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真奇怪！真奇怪！

(2) 教师与幼儿一起仿编《两只鸵鸟》的歌词。

 仿编一

两只鸵鸟

 两只鸵鸟，两只鸵鸟，跑得快，跑得快，

	 一只没有翅膀，一只没有嘴巴，

	 真好玩！真好玩！

 仿编二

两只鸵鸟

 两只鸵鸟，两只鸵鸟，不会跑，不会跑，

	 一只正在睡觉，一只正在生蛋，

	 真有趣！真有趣！

8



   

二、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Teachers as planners

策划评估幼儿学习的程序 

通过持续性的评估，教师不但可以了解孩子的个别差异，还

可以观察每个孩子的进步情况。评估不应只是让家长了解

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成果，教师更应该利用这些信息来设计教学活

动，帮助孩子持续地成长。

认识与了解自己已经
达到的身心发展水平
并为此而感到自豪

认识与了解幼
儿的成长与学
习进展

为幼儿设定切
合实际的期望

实际参与幼儿
的成长过程

评估并改进教育课程

了解每个幼儿
的能力、需要
及兴趣

确定幼儿的学
习进展并设计
适宜的学习内
容

学习 Learning

教
师

 T
e

a
ch

er
s 家

庭
 F

a
m

ilies

幼儿 Children

教学 Teaching幼儿园园长 School Leaders

评估的优点
Benefits of
assessment

注：图表取自《幼儿园课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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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教师可通过下列方式收集并记录幼儿的资料，以进行评估：

1. 系统化的观察与记录

2. 拍摄幼儿活动情景或作品的照片

3. 收集幼儿的作业和作品样本

4. 进行家庭访问或调查

1. 系统化的观察与记录

  教师必须拟定一个计划表来观察并记录幼儿的学习及发展历

程。教师可选择观察某几个幼儿，或者观察幼儿学习、发展的某

一方面。

观察范围 观察幼儿时应注意的问题

兴趣 • 什么题目能引起幼儿注意？
• 幼儿喜欢谈论什么？
• 当幼儿有选择权时，他们会做些什么？

技巧与能力 • 幼儿什么事情做得好？
• 幼儿觉得什么事情具有挑战性？
• 幼儿现在正努力学习什么技能？

学习方式 • 幼儿对新材料有什么反应？
• 幼儿如何与新材料接触？
• 幼儿喜欢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自己？

口语应用 • 幼儿能用华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吗？
• 幼儿跟谁说话？同伴或其他成人？
• 幼儿经常谈论什么课题？
• 幼儿在一对一的交谈中是否感到自在？在群体中
 又如何？

10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观察范围 观察幼儿时应注意的问题

与成人及同伴的交流
与互动

• 幼儿跟他人是否有交流？
• 幼儿与成人、其他幼儿、熟人、陌生人等交流时
 是否显得自在？幼儿如何开始与他人交流？
• 幼儿与他人一起进行哪些活动？幼儿如何处理与
 同伴的争执？
•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幼儿会寻求教师的帮助？

肢体语言的应用 • 幼儿如何行动？
• 幼儿会使用手势吗？
• 幼儿是否会利用肢体来帮助表达？

注：上表取自《幼儿园课程指导》

(A) 观察幼儿的技巧与能力

观察对象：伟伟          观察地点：美术角落

性  别：男            观察日期： 2009年2月5日        

年  龄： 5岁6个月        观察时间：早上10点30分

“老师，你看这是什么形？”

“这不是正方形吗？现在又变成菱形了。”

“看，这是眼睛形。”

“这是床形，看，这儿是枕头形！”

分析： 伟伟的想象力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能在短短几分钟内想

象出这么多的物品形状，这些东西又不是同类的，如正方

形、菱形是几何形体，眼睛形属生物器官类，床和枕头是

家庭用品，说明他的想象有一定的“流畅性”和“变通

性”。伟伟一边动手操作，一边想象—边命名，每次都

是“建构”出实物后说出形状，说明他是通过动作来进行

思考的。

11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B) 观察幼儿的口语应用

  上课时，大家围坐成口字形。今天有两位实习教师来班上观

课。

a. 以下是教师的记录：

教师问： 今天来了多少人？

幼儿一： 我用的是1, 2, 3, 4……（一直算到28）

幼儿二： 我也算到28，我用2, 4, 6, 8……

幼儿三： 28人，因为10加10是20，剩下2人加6人是8人，20再加

8是28。

幼儿四： 31人。我用的是1, 3, 5, 7……。我把老师与另外两个

姐姐（实习老师）也算进去。

12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b. 以下是教师的分析：

幼儿姓名 能用华语来描述 了解数与量的概念 备注

幼儿一 √ √ 会数到28

幼儿二 √ √ 会用偶数算到28

幼儿三 √ √ 会用10的加法

幼儿四 √ √ 会用奇数来算

(C) 观察幼儿与成人及同伴的交流与互动

a. 时间抽样观察法

  时间抽样观察法是指在规定的时间内观察并记录事先预测的

行为是否出现的方法。

时间抽样观察法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i. 这种方法只适用于观察幼儿经常出现的行为，平均来说

至少要每15分钟出现一次。

ii. 时间抽样观察法只适用于容易被观察到的外显行为。

iii. 在进行时间抽样观察时，研究者必须给有关概念定下明

确的定义。

iv. 运用时间抽样观察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请参考幼儿游戏

行为分类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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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目标：研究幼儿自由行为的合作性

备注： S：幼儿独自的游戏 (Solitary Play)

 P：幼儿平行的游戏 (Parallel Play)

 C：幼儿合作的游戏 (Cooperative Play)

b. 事情抽样观察法

  事情抽样观察法是抽样观察并记录某件事情的方法。在进行事情

抽样观察之前，观察者应该清楚地了解观察的目的是什么。

幼儿争吵记录表

幼儿
姓名

年龄   性别   
争吵持
续时间

开始
情况

过程
行为
类型

言行 结果 影响

观察目标： 幼儿争吵。

观察内容： 幼儿争吵时，观察者在记录表上填写相应情况。

幼儿游戏行为分类记录表

儿童姓名

时间 / 游戏行为分类
总计

10.00 10.05 10.10 10.15 10.20 10.25 10.30

S P C S P C S P C S P C S P C S P C S P C S P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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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以上的抽样观察，可以让观察者了解争吵发生的频率以及原

因，持续时间的长短，幼儿争吵时的言语、行为等。这将有助于

教师对班上幼儿争吵问题有清楚的认识，为具体有效的教育提供

依据。

2. 拍摄幼儿活动情景或作品的照片

  利用照片记录活动过程具有实用性。教师应将这些照片附在

教学笔记中。教学笔记要注明活动的主题、日期、学习环境、地

点以及幼儿发展心性或达到学习目标所借助的学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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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3. 收集幼儿的作业和作品样本

  幼儿的作业和作品样本记录了他们的学习与发展进度。教师

要收集与这些作业或作品样本相关的资料，包括幼儿如何进行或

完成作业或作品，以及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等。

  教师不需要收集所有幼儿的相同作业或作品样本。所收集的

样本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 一个能反映幼儿练习基本技能的样本。

• 一个显示幼儿开始运用新学会的技能或概念的样本，例

如：一个幼儿从字卡上把字仿写下来的书写样本。

• 一个能展示幼儿学习过程并能从中看到幼儿是如何达到学

习目标的样本。

学习领域 收集内容

语言与读写能力 • 对话 
• 写字
• 复述故事
• 理解故事的内容

数概念与计算能力 • 对计算/算术有兴趣
• 按物品的特性归类
• 应用数字解决问题

环境意识 • 认识物品的异同点
• 对环境提出问题或发表自己的看法
• 画出观察到的事物

审美能力与创意表达 • 参与音乐、话剧或跳舞等活动
• 愿意尝试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
• 尝试通过美术作品来叙述故事
• 欣赏别人的美术作品

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 • 通过语言或图画表达对自己或家人的认识
• 愿意在小组活动中与其他幼儿分享材料

动作与运动技能 • 利用面粉团或粘土制作模型
• 参与身体运动的活动

注：上表取自《幼儿园课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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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A) 幼儿展现其语言与读写能力——幼儿的自制图画书

去海边

① ②

妈妈带我去海边	 妈妈给我搽“太阳油”（防晒油）

③ ④

我在海边玩沙	 爸爸带我到海边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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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一位幼儿在美劳角落画了四幅画，画中呈现他星期天在海边

游玩的经验。

• 教师先让他把画中所要表达的意思讲出来。

• 教师将他所讲的话记下来。

• 教师再指着刚刚写下的文字，念给他听。

• 教师最后为图画加上封面和封底，制成一本“自制图画

书”。

(B) 幼儿展现其审美能力与创意表达

例1：

姓名：林勇汉       年龄：4岁9个月

作品：我喜欢……     日期：2008年3月18日

我最喜欢这幅画的哪个部分？

我喜欢踢球，我画了三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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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例2：

姓名：王诗惠        年龄：5岁6个月

作品：开心的时候      日期：2008年5月22日

我最喜欢这幅画的哪个部分？

我和姐姐跳舞时，头发也跟着“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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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例3：

姓名：粘雯欣         年龄：5岁8个月

作品：我最喜欢吃的食物    日期：2008年1月22日

我最喜欢这幅画的哪个部分？

我喜欢吃糖果和巧克力。我的“婆婆”（奶奶）不让我

吃这些东西，她说吃这些东西容易生病。我喜欢吃水果

和鱼。我在“肚子”（胃）里画了两“粒”（个）鸡

蛋，我天天吃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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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4. 进行家庭访问或调查

  家庭是提供幼儿个人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教师可以定期通

过通讯报及家长会晤的机会对家长进行问卷调查，以便能更了解

幼儿的优缺点、喜恶和惧怕的事物。不论是正式会面或非正式会

面，教师都要记录与家长讨论的内容，包括与幼儿相关的问题，

以及教师与家长合作发展幼儿学习能力和促进他们身心成长的计

划。

幼儿在家具体表现评估表

内容/ 评估 表现很好 大部分做到 要加油

能用礼貌用语。例如：早

安、谢谢等

能用恰当的方式与他人

交往

能整理自己的玩具和物

品

每样食物都吃，不挑食

有正确的卫生常识

能保护自然及周围环境

能在家中运用在幼儿园里

学到的东西

对一些不理解的事物会

作出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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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Teachers as facilitators

提问的目的 

开放式的提问可以激发幼儿的思维，引起他们的好奇心，使

他们喜欢学习，并愿意主动对事物做进一步的探讨。提问

必须从浅到深、问题明确、有重点，并给予幼儿足够的时间去思

考及回应。提问的目的有以下几个：

1. 回忆信息
 （Recalling information）

例：《鳄鱼怕怕，牙医怕怕》（五味太郎编绘）

活动目标

•	 听懂有关牙齿的故事。

• 唤起幼儿有关拔牙的记忆。

活动提示

(1) 教师讲一个有关牙齿的故事《鳄鱼怕怕，牙医怕怕》。

(2) 教师提问：鳄鱼为什么要去看牙医？

 幼儿回答：-	鳄鱼要去补牙。

	 	 -	鳄鱼要去拔牙。

	 	 -	它吃太多糖，牙蛀了。

	 	 -	鳄鱼每天不刷牙，牙蛀了。

(3) 教师提问：你有拔牙的经验吗？

 幼儿回答：-	拔牙很痛。

	 	 -	我上次有颗牙齿松了，妈妈带我去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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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	我的牙齿松了，外婆用线帮我绑住牙，轻轻一拉

	 	 	 就拔掉了。

	 	 -	我的牙齿拔下来时只流了一点点血。

	 	 -	拔牙后，要咬棉花止血。

2. 引起关注
 （Directing attention）

例：牙齿

活动目标

• 观察牙齿，对牙齿有新的了解。

活动提示

(1) 教师： 每个人都有牙齿，大家用镜子照一照，或是互相观察，

  仔细看看我们的牙齿。

 幼儿： -	我的牙齿有点儿黄。

	 	 	 -	我看见他的牙齿里有

	 	 	 	 黑黑的东西。

	 	 	 -	我看见有的牙齿大，

	 	 	 	 有的牙齿小。

	 	 	 -	我看见他有几颗牙齿

	 	 	 	 掉了。

	 	 	 -	我看见他两边的牙齿

	 	 	 	 有点儿尖。

	 	 	 -	我的门牙很大。

(2) 教师要求幼儿边照镜子，

 边把自己的牙齿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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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3. 比较与分类
 （Comparing and classifying）

例：牙齿也有自己的名字

活动目标

• 知道幼儿与成人牙齿的数量。

• 知道牙齿有切牙、尖牙和磨牙。

• 了解切牙、尖牙和磨牙的用途。

活动准备

• 牙齿模型、饼干、苹果、橡皮泥。

活动过程

(1) 展示牙齿模型，让幼儿数一数模型中一共有多少颗牙齿。

(2) 请幼儿找个同伴互相数一数

对方有几颗牙齿？

(3) 总结：幼儿期有20颗牙齿，

 成人有28-32颗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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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4) 让幼儿拿着镜子观察自己的牙

齿是如何将饼干吃到肚子里去

的。

(5) 请幼儿说一说自己的观察结

果。

(6) 告 诉 幼 儿 牙 齿 也 有 自 己

的名字，前面扁扁的牙齿

叫“切牙”，旁边尖尖的

牙齿叫“尖牙”，后面方

方的牙齿叫“磨牙”。

(7) 让孩子吃第二块饼干进一

步感知切牙、尖牙和磨牙

的用途。

(8) 请幼儿再说一说自己的发现。

(9) 请幼儿再吃一小块苹果然后进一

步确认自己的发现。

延伸活动

•	 捏泥活动“牙齿模型”。

切牙、尖牙、磨牙

20颗 28~32颗

幼儿 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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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给事情排序
 （Sequencing of events）

例：渐变

活动目标

• 了解事物的渐变过程。

• 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和步骤。

• 培养观察与辨别能力。

• 学会使用词语“渐渐”，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活动过程

(1) 教师出示牙刷与牙齿模型，示范正确的刷牙方法和步骤。

	 参考资料：正确的刷牙方法

a.	 清洁牙齿前侧时，使刷毛与牙面成

45度，顺着牙龈线上下轻刷每颗牙

齿。

b.	 清洁后牙内侧时，将牙刷放在牙龈

处，从下往上，或从上往下刷。

c.	 清洁前门牙内侧时，用牙刷前端的刷

毛上下轻刷。

d.	 清洁咬合面时，来回轻刷每一颗牙

齿。

(2) 除了牙齿会渐渐变化——渐渐地长大，还有什么事物会渐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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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师可以点燃蜡烛让蜡烛渐渐燃烧，引导幼儿注意观察蜡烛

渐渐变短的过程：蜡烛渐渐变短，不久就只剩下一半，最后

只剩下蜡泪。

(4) 教师鼓励幼儿口述句型：蜡烛渐渐变短。

(5) 教师鼓励幼儿观察周围的事物，了解事物的渐变过程，并把

它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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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析局部与整体结构
 （Analysing parts and whole）

例：牙齿的结构

活动目标

• 了解牙齿的种类。

活动提示

(1) 教师给幼儿提供小镜子，然后说：仔细用小镜子照照自己的

牙齿，看看你的牙齿长什么样子。前面和两边的牙有什么不

同？

(2) 教师出示牙齿的模型，引导幼儿观察：切牙（门牙）、尖牙

（犬齿）、磨牙。

(3) 教师引导幼儿讨论切牙、尖牙、磨牙的功能。

(4) 教师与幼儿讨论：如果切牙或磨牙掉了，将会怎样？它如何

影响我们的饮食？

牙齿的种类
 
 切牙 尖牙 磨牙
 ↓ ↓ ↓
  每颗牙齿的功能

    
 ↓ ↓ ↓
  如果切牙、尖牙、磨牙掉了会怎样？

   
 ↓ ↓ ↓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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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析类型与关系
 （Analysing patterns and relationships）

例：保护牙齿

活动目标

• 通过讨论、画画、记录，知道如何做采访。

• 知道保护牙齿的方法。

活动提示

(1) 教师带幼儿去参观牙医诊所。教师与幼儿商量需要向牙医请教

什么问题，鼓励幼儿将自己的问题用画画的方式表达出来。

	 -	为什么每天要刷牙？

	 -	为什么有的牙齿是尖的？

	 -	为什么牙齿上有黑黑黄黄的东西？

	 -	为什么会有口臭？

(2) 采访后，教师与幼儿讨论有关保护牙齿该做和不该做的事

情。

该做的事情 不该做的事情

•	 晚上睡前刷牙

•	 饭后漱口

•	 牙蛀了赶快去看牙医

•	 吃太多糖

•	 晚上睡前不刷牙

•	 牙齿松了，随便摇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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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事物发展的结果进行预测
 （Eliciting predictions）

例：《小熊拔牙》

活动目标

• 知道牙齿可以帮助我们咀嚼食物，所以应该要好好地爱护牙

齿。

• 学会口述句型“如果我长得和牙刷一样高……那么……”。

活动过程

(1) 教师讲故事《小熊拔牙》，并提问：

	 -	 小熊为什么去医院？

	 -	 谈一谈你是如何保护牙齿的。

小结： 如果平时不注意保护牙齿，牙齿就会生病，就会像小

熊一样需要拔牙。所以小朋友们一定要好好保护牙

齿。

(2) 讲完故事后可让幼儿进行角色扮演。

(3) 教师鼓励幼儿用口述句型“如果……那么……”，让幼儿说

说“如果我只有一把牙刷那样高……那么……”。

《小熊拔牙》故事大纲

  小熊不爱刷牙，虽然听了妈妈的话，没有吃饼干和糖

果，但是它却吃了比饼干和糖果还要甜的蜂蜜。结果它牙

疼了，必须找牙医。小兔医生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给小熊治

好了牙病，小熊也得到了教训。从此以后，小熊每天按时刷

牙、漱口，养成了保护牙齿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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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出替代方法
 （Proposing alternatives）

例：恐龙的牙齿

活动目标

• 了解不同恐龙的特点，加深对恐龙的认识。

• 学会根据歌词的特点改编歌词。

• 学会查找不同牙齿的恐龙。

活动过程

(1) 教师出示恐龙图片，让幼儿了解相关的恐龙知识：

	 -	 草食类的恐龙有：梁龙、腕龙、甲龙……

	 -	 肉食类的恐龙有：跃龙、霸王龙……

	 -	 会飞的恐龙有：翼龙、飞龙……

	 -	 会游的恐龙有：鱼龙、游龙……

(2) 教师带领幼儿唱《小朋友，想一想》练习问答对唱。

小朋友，想一想

小朋友，想一想，

什么动物鼻子长？

鼻子长，是大象，

大象鼻子最最长。

(3) 教师鼓励幼儿根据其中一种恐龙的特点编唱恐龙歌。

恐龙问答歌

小朋友，想一想

什么恐龙水里游？

水里游，是鱼龙，

鱼龙鱼龙水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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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师带领幼儿寻找不同牙齿的恐龙，并鼓励幼儿根据恐龙牙

齿的形状、大小等分类。

(5) 教师与幼儿讨论：除了根据牙齿的形状、大小分类，还可以

用什么方法进行分类？ 

9. 鼓励具创意 / 想象力的思维
 （Encouraging creative / imaginative thinking）

例：设计牙膏盒

活动目标

• 知道用牙膏刷牙能保护牙齿。

• 通过设计活动发挥创意。

活动过程

(1) 教师拿出牙膏、牙刷和CD盒。教师挤出一点牙膏在CD盒上，

然后用力刷起来。

(2) 让幼儿看看CD盒子起了什么变化。

(3) 用水冲CD盒。让幼儿比较用牙膏洗CD盒之前和之后有什么不

同。

(4) 通过这个活动让幼儿明白，用牙膏刷牙能保护牙齿，让牙齿

更干净。

(5) 教师拿出各种不同的材料，让幼儿设计牙膏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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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觉察到自己的思考过程
 （Becoming aware of one’s thinking processes）

例：牙齿掉了

活动目标

• 学会正视掉牙的问题。

• 学会唱儿歌《刷刷牙》。

活动过程

(1) 教师教导孩子念儿歌《刷刷牙》。

刷刷牙

小小牙刷手中拿，

每天早晚要刷牙，

上牙从上往下刷，

下牙从下往上刷，

顺着牙缝仔细刷，

咬合面要来回刷，

刷得牙齿白花花，

牙齿洁白人人夸。

(2) 教师与幼儿谈谈“牙齿掉了”的课题：

	 -	你怎么知道牙齿松了？

	 -	小孩几岁开始掉牙？

	 -	成人又是几岁开始掉牙？

	 -	在什么情况下会掉牙？

(3) 教师与幼儿共同讨论牙齿掉了该怎么办。

-	如果是自然掉牙，不要慌，可以用清水漱口来止血。

-	如继续出血，可拿消毒棉花咬紧止血，不要用舌头去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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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11. 比较个人的想法与他人的想法
（Comparing one’s thinking with the thinking

of others）

例：参观牙医诊所

活动目标

• 提供幼儿亲身感受的机会。

• 了解自己的生活环境。

• 培养幼儿的观察力。

活动过程

(1) 发给每位幼儿一张将要前去参观的牙医诊所的照片。

(2) 进行讨论：

-	参观地的名称与地理位置（附近有什么建筑物）。

-	参观的重点及观察的内容（如：牙医诊所的位置，工作人

员的服装及工作内容，诊所内的设备等）。

-	怎样去？（走路，巴士，德士……）

-	参观时应该注意些什么？（讨论参观时应该注意的事项及

安全规则）

-	想访问谁？问什么问题？

(3) 制作参观记录本。鼓励幼儿于参观后，将所看到或观察到的

事物画在记录本上。

(4) 让小朋友彼此分享他们的参观记录本。

34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12. 表达情感及联系个人经验
（Expressing emotion and making personal

connections）

例：上牙医诊所

活动目标

• 分享到牙医诊所的经验。

• 学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活动过程

(1) 教师表演牙痛的样子。

(2) 表演之后可与幼儿讨论：

	 -	牙痛时的感觉。牙痛了，怎么办？

-	有没有到过牙医诊所？为什么去牙医诊所？

-	谁带你去牙医诊所？你们怎么去?

-	牙医诊所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里面有什么？看病的过程是

怎样的？

-	当你坐在牙医的椅子上，你有什么感受？

-	当牙医诊所椅子上方的灯亮了，你又有什么感受？

(3) 讨论过程中，教师可适时拿出一些牙医诊所的相关图片或照

片，考考幼儿，或让幼儿回忆在牙医诊所时的感受及说说自

己对牙医诊所的认识或了解。

35



   

四、教师是专业人士
Teachers as professionals

反思性实践

在教学实践中有意识的进行反思活动，能帮助教师改善教学

策略，并提升教学的素质。反思性实践可分为以下三个阶

段：

初步描述 (basic, descriptive)
的反思阶段

发生了什么事？(What?)

• 对教学实践提出问题

• 针对幼儿对学习内容的反应提出问题

        

 

行动主导 (action oriented)
的反思阶段

现在怎么做？(What now?)

• 改变应对的方式（例如：改

 变教学策略或调整过于困难

 或过于简易的活动）

• 评估调整后的行动和结果

• 记录活动的进度、过程或对

 干预活动的反应

          

建构知识 (knowledge-building)
的反思阶段

那又如何？(So what?)

• 从多种管道收集资料（例如：

 自己、其他相关专业人士和幼

 儿的家长）

• 找出问题的根源及行动的依据

注：图表取自《幼儿园课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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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专业人士

个人反思实例：

2009年7月17日（星期五）

发生了什么事？

(What?)
• 我要幼二班的小朋友画《幼儿园的一角》。

• 小朋友们拿到纸后开始在画纸上自由发挥，只

 有佳恩还坐在那儿发愣，过了 好 久 也 没 有 动

 笔 。 旁 边 的 小 丽说：“蔡老师，佳恩什么也

 没有画。”这时佳恩才选了一支红色的笔在画

 纸上画了一条线，就没再动笔了。小丽又向我

 报告：“蔡老师，佳恩只画了一条线，太简单

 了吧！”

那又如何？

(So What?)
• 我走过去问佳恩：“你一定会告诉我，你的这

 幅作品画的是什么，对吗？”

	 • 佳恩：“我画的是幼儿园的墙，你看（她指着

 那一条线）墙太高 ， 窗口也关了，我太矮了，

 我站在幼儿园外面，什么也看不见。”

• 我用提示的口吻对她说：“你也可以画一些小

 朋友在墙外做些什么呀。”

• 于是佳恩拿起笔继续画。

现在怎么做？

(What now?)
• 我要求小朋友画《幼儿园一角》，希望小朋友

 画出熟悉的幼儿园生活，但小朋友的具体思维

 是孩子的特征，他们可能会从字面理解“一

 角”的意思，把“一角”理解为角落。

• 在幼儿作画之前，用更多开放式提问帮助幼儿

 理解画题。

• 鼓励小朋友用看、听、触摸等方式来更多了解

 与体验身边的事物。

• 鼓励小朋友将自己的感受、想象大胆地表达出

 来。

 

   

37



   



   

附录1

营造有利于幼儿学习华语的环境

教学环境（包括课室内、外的环境）的布置以及教材和教具

的选用，都会对幼儿的学习产生一定的作用。因此，教师应通过

活泼灵活的教学环境和提供丰富、多样化的教材和教具，来激发

幼儿学习华语的兴趣。教学环境、教材和教具必须配合教学目标

及教学内容；一旦教学目标和内容改变了，环境、教材和教具也

必须随着更换。另一方面，教材也必须注意为幼儿提供足够的时

间和空间，让幼儿能够充分地使用教材和教具，以便有效地学习

华语。

1. 学习区

基于幼儿具有好动、好奇和有探索精神的特点，教师应当在

课室里设置学习区，一方面可以让幼儿通过活动来探索知识，另

一方面也可以为幼儿提供自主学习以及与同学互动的机会。在设

有学习区的课室里，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来选择相

关的学习内容。无论哪一个学习区（如：语言区、绘画区、科学

区、图书区、积木区、角色扮演区等）都为幼儿提供了运用华语

的环境，让幼儿更主动地用华语来自我表达，并与他人沟通。

语言区和图书区尤其能让幼儿充分发展他们的语言技能。在这

两个学习区里，幼儿可以看图书、念儿歌、进行图文配对游戏，

也可以运用一些布偶创编简单的故事。另外，角色扮演区也可提

供模拟场合，让幼儿在不同场合中，进行听说能力的练习。

注:  附录1的文字说明取自《学前华语教学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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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区

小小皮影剧场
玩家家酒

利用布偶搬演故事

表演自己创编的故事 表演自己创编的故事

布偶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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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木游戏

小小建筑师在建动物园

小小停车场

积木区

搭积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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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区

小菜园

会唱歌的杯子

弹珠游戏盘

环保水车

认识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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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转盘

汉字记忆游戏

汉字跳棋

句子串联游戏

语言区

汉字记忆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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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脸谱

美劳区

鸵鸟撕贴活动

水墨画
太空组图

手工走廊

鸵鸟撕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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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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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布置

课室环境，如墙上的布置和材料的张贴，能促进幼儿的华语学

习。幼儿如果会有更多机会在学习环境中接触到语言文字，就能在

耳濡目染中学习华语。因此，在学习区里的墙壁上，教师可以用字

卡标签注明各种学习区的功能和实物的名称，如“积木区”、“图

书区”等。教师也可以在墙面贴上华文招贴、图表等，尽量增加学

习环境中书面语的信息量。

为了让幼儿了解认真学习的重要，以及成人对他们学习的重视，

教师应尽量多争取在课室里（如墙壁上）展示幼儿的作品。当幼儿看

到自己的作品被展示时，就会因获得肯定而提高学习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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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资源

教师如果能善于利用资源，就能提高教学质量:

	 	 a.	利用天然、现成和废旧的材料来制成教材或教具

教师可以收集种子、树叶、石头、碎布、包装盒、塑胶瓶等

材料，把这些材料再循环，设计出各种有趣的教材或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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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利用社会资源进行教学活动

教师可以充分地利用学校附近的场所和社区的设施来设计教学

活动，如带幼儿到公园、游乐场、巴刹、超级市场等，让他们认识

周围环境、扩大视野。教师也可以引导幼儿利用所见所闻，来进行

讨论。这类活动容易引起幼儿的兴趣，除了能训练幼儿的观察能力

外，也有助于幼儿在生活中认识新词，扩大他们的词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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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指导》简介

一、《幼儿园课程指导》简介

《幼儿园课程指导》的宗旨是将教育部于2003年颁布的《幼儿园课程框架：培育

幼儿》（Kindergarten Curriculum Framework: Nurturing Early Learners）中的

学前教育指导原则具体化，并详细说明落实优质教学和师生互动的方法。

《幼儿园课程指导》是以 iTeach的框架来编写的。它涵盖了《幼儿园课程框

架：培育幼儿》书中六大教学与学习原则。iTeach所提出的教学与学习原则是要确

保学生自小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从而打下稳固的基础，迎接下一个学习阶段。优

质幼儿园课程具备以下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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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指导》简介

教师是iTeach框架的中心人物。专业的学前教师不单要对教学内容了如指掌，

更要掌握幼儿的身心发展原理与学习原则，同时将这两方面的知识结合，并有效地

运用到幼儿园课程设计和引导幼儿学习的工作中。

教师对教学工作进行反思也非常重要。反思性实践能帮助教师达到以下效果：

• 通过对自己的教学实践与教育理念的反思，来检讨本身的教学行为。

• 让自己更清楚本身的行为、期望和经验，会如何影响教学以及与幼儿、家长

所建立起来的关系。

• 证实或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加深对事物的认识。

• 根据实际情况，创设富有教育意义的学习环境，以及规划有目的、有实效的

教学方式和学习内容。

当教师不断地对教学实践进行自我检讨与反思时，他们同时也正积极地朝终生

学习的目标迈进。

《幼儿园课程指导》为教师提供许多参考、建议和实例。我们希望《幼儿园课

程指导》可以成为学前教师在教学工作上一本实用的指南，引导教师：

• 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 创造与幼儿之间优质的互动和交流

• 监督与评估幼儿的学习成果

• 检讨、反思教学与学习的过程

《幼儿园课程指导》补充了2003年颁布的《幼儿园课程框架：培育幼儿》中的

内容，并将文中的学前教育指导原则具体化。《幼儿园课程框架：培育幼儿》对幼

儿学习领域有更深入的介绍和讨论，教师应该同时参考这两份资料，以取得全面的

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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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指导》简介

iTeach： 教学与学习原则

根据iTeach的教学理念，我们坚信：

• 幼儿的学习要有教师的支持

• 幼儿的学习是通过综合性与全面性的课程来进行的

• 通过游戏以及与教师、同伴的有效互动，促使幼儿成为积极主动的学习者

Integrated learning  综合性学习
幼儿的学习应该通过跨学科综合性的教学活动，使幼儿获得完整的知识和经
验，而不是采用分为不同科目的教学法。幼儿需要在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学
习环境中去发现、观察、询问、探索和亲身体验并从中学习。

Teachers as supporters of learning  教师是幼儿学习的支持者
教师要了解幼儿的能力如何发展及认识幼儿的学习特征，才能支持幼儿的学
习，更有效地提高他们的学习与思考能力。

Engaging children in learning through play  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
游戏能激发幼儿积极地学习认识自我和周围的事物。教师必须先提供一个
直观与操作性强的学习环境，并随时支持幼儿的学习，才能通过游戏激励
幼儿勤学习，多思考。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action  提供充裕的互动机会
幼儿要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与教师、同伴进行互动，并经常接触学习材料。
当幼儿处在充满关爱、积极学习的氛围中，他们将能更好地建构知识，并与
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Children as active learners  幼儿是主动学习者
当幼儿主动地参与对他们具有某种意义的活动时，才能达到最有效的学习
效果。教师可以通过提供既具激发性又安全的学习环境，鼓励幼儿探索、
发现和建构自己的知识。

Holistic development  全面发展
为了促进幼儿身心的全面发展，教师要在以下各学习领域帮助幼儿学习主要的知
识、技能，并培养心性：

• 审美能力与创意表达	 • 环境意识
	 (Aesthetics	&	Creative	Expressio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 语言与读写能力	 • 动作与运动技能
	 (Language	&	Literacy)	 	 	 (Motor	Skills	Development)

• 数概念与计算能力	 • 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
	 (Numeracy)	 	 	 (Self	&	Social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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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儿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幼年的经验对日后的发展和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优质的早期

学习经验将对幼儿日后的身心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若想让幼儿成为终生学习者，

他们必须能够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情感和思维模式，同时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与他人和睦相处。幼儿的这些能力，只有在被成人鼓励下，积极地去探索周遭环

境、解决对他们有意义的问题、用语言来表达所需所想，以及在活动和游戏中与他

人合作的过程中，才能慢慢地培养起来。

当教师创造优质的互动机会来促进幼儿的思考能力，并培养他们积极主动学习

的态度时，幼儿学习的质量才能获得提升。

教师是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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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如何学习

幼儿的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是幼儿运用思想、经验所产生的效果。幼儿

在以下的几种情况下将可以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 主动并积极地参与活动

• 参与并完成他们感兴趣且有意义的活动 

• 获得鼓励去进行探索及发现

• 不怕犯错

• 有机会通过反复尝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 可以自己作出选择

 

“学习周期”（Learning Cycle）反映了幼儿在建立概念与掌握技能时将经历

的四个循环阶段。每当幼儿接触到新事物，他们会察觉到其中的新概念和新技能，

接着便可能会自发地去探索、掌握并应用这些概念和技能。

掌握期 (acquisition)

探索期
(exploration)

应用期
(application)

察觉期 (awareness)

学习周期

取自Kostelink, M.J., Sederman, A.K, & Whiren, A.P. (2007)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curriculum: Best 
practic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4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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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阶段 幼儿出现什么行为 教师可以怎么做

察觉期
(awareness)

•	 遇到并注意一系列的事物、
	 人物、地点和活动
•	 对事物感兴趣并想进一步了解
•	 提出问题

•	 引发幼儿的兴趣和好奇心
•	 表现出对该事物的兴趣，想要多了解有关内容	
•	 有声思考	(think	aloud)
•	 提供让幼儿与具体事物、人物、地点和活动直
	 接接触的机会
•	 诱发幼儿发表对新事物的认识或想法，从中了
	 解他们已掌握的知识

探索期
(exploration)

•	 观察、触摸、嗅、听和品尝
•	 说出自己的经历
•	 提出问题
•	 验证预想的正确性
•	 为探索的课题定下假设
•	 收集并记录资料
•	 比较自己和他人的想法
•	 建立个人对事物的观点
•	 有新的发现

•	 提供资源，创设学习空间以鼓励幼儿进行探索
•	 提出开放式的问题，让幼儿自由作答

掌握期
(acquisition)

•	 进行练习、重复活动
•	 将现有的经验与以往的经验
	 联系起来
•	 获得并掌握新概念或新技能
•	 提出个人见解
•	 发展刚学到的新知识或新技
	 能

•	 使用各种教学策略来帮助幼儿巩固新技能和认
	 识新概念
•	 诱发幼儿积极表达意见，回答问题，从中了解
	 他们的学习进度
•	 通过提问帮助幼儿建立新旧知识或技能之间的
	 联系
•	 提供时间、空间和材料让幼儿复习学过的概念
	 并应用新的技能，以达到熟能生巧的目的
•	 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同样的活动，或以不同的难
	 度重复同样的活动
•	 让幼儿有机会解释和说明他们在做什么	

应用期
(application)

•	 接受新概念或新技能，并应用
	 于新环境和生活中
•	 提出其他可行的方式
•	 探索新环境
•	 扩展和刺激认知能力
•	 察觉新事物

•	 提供机会让幼儿在不同的环境中应用他们学到
	 的知识或技能
•	 提高幼儿观察的敏锐度，并帮助他们察觉新观
	 察到的内容，进而有新的发现
•	 鼓励并引导幼儿进行自我反思

“学习周期”是一个指导教师进行活动设计的框架。它提醒教师当幼儿遇到新

的情境或概念时，要为幼儿制造积极与互动性的学习机会。下表提示教师如何在“学

习周期”的每个不同阶段引导、协助幼儿学习。

幼儿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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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幼儿学习的支持者
eachers as supporters of chirdren’s learning

“支持幼儿的学习”的含义是什么？

教师必须认识幼儿身心发展的原理和学习特点以支持和协助幼儿的学习。通过

了解个别幼儿的兴趣、能力、需要和成长背景，再提供发展幼儿知识、技能、

认知能力、思考和信心所必需的内容，使幼儿的学习获得支持，从而帮助提升

他们对知识或技能的掌握水平。

“支持幼儿的学习” 为什么重要？

如果幼儿在学习时有成就感并获得激励，就能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相反的，

如果学习时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挫折，大多数幼儿都会产生挫折感并失去

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最佳的学习是：教师要认识到幼儿能力的发展是循序渐

进的，教师设计的学习内容，其难度应略高于幼儿自己所能完成的，但经过教

师的适当指导后就能完成。教师支持幼儿的主要目的便是鼓励幼儿建立正确的

学习态度，培养勇于尝试、不怕失败的精神。

教师要怎样“支持幼儿的学习”？

•  了解幼儿已经认识了什么，能做什么。

•  观察幼儿的需要和能力。

•  掌握幼儿身心成长与发展原理和幼儿学习特点的知识。

•  对幼儿的期望和要求要切合实际。

•  设计循序渐进并能激发幼儿学习的活动。

•  根据幼儿的需要和兴趣来创设学习环境。

•  搭建可以联系幼儿新旧学习经验的桥梁。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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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身心发展原理与学习原则

幼儿身心发展原理与学习原则 我的实践是否以幼儿身心发展原理与学习原则为基础？我有没
有……

幼儿身心的发展是全面的 □	 在设计幼儿的学习内容时，注意到并重视幼儿身心发展的全
	 	 面性？
□	 设计具有教育意义的学习内容和情境，以支持幼儿身心的全
	 	 面发展？
□	 设计幼儿学习与生活的日程表，以支持幼儿身心的全面发
	 	 展？
□	 在我的评估表中包含幼儿在各领域发展的内容？

幼儿是在已掌握的能力、技能
和知识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发
展的

□	 提供幼儿从认识简单概念过渡到认识复杂概念的机会？
□	 建立桥梁，把个别幼儿已有的知识、技能、心性与经验和现
	 	 有的经验联系起来？
□	 提供不同学习难度的教具和资料？

幼儿能力发展的进度有所不
同，个别幼儿在某方面可能会
比其他幼儿发展得更快

□	 收集足够的资料以了解每个幼儿的发展需要？
□	 对每个幼儿设定较为实际的要求和期望？
□	 设计并实行了符合不同幼儿发展需要的活动/作业/课程？

幼儿身心发展受到所处的不同
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

□	 从不同渠道，例如家长、看护人和其他教师那里收集每个幼
	 	 儿的资料？
□	 提供幼儿接触不同文化物品和资料的机会，以及制造幼儿与
	 	 同伴、教师、家长和社区之间互动的机会？

幼儿是主动学习者 □	 设计能够支持和鼓励幼儿对周遭环境进行探究及表达想法的
	 	 活动，并提供所需的材料？
□	 创设并提供可引起幼儿进行探索和试验的学习内容和环境？
□	 积极引导幼儿，并激发他们进行思考和扩展学习经验？

幼儿从游戏中学习 □	 设计有目的性的游戏？
□	 提供有益幼儿身心发展的环境，让幼儿进行有意义的游戏？
□	 在幼儿的游戏中设置学习内容？

当幼儿感到安全与受到重视
时，他们的身心便能获得良好
的发展

□	 与每个幼儿建立积极良好的关系？
□	 确保每个幼儿都觉得自己受到重视并被认同？
□	 与幼儿和家长建立互信以及开放性的关系？

取自Bredekamp，S. & Copple，C. (1997).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in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Washington，DC：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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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教师要通过全面的综合性课程，为幼儿策划并提供让他们获取主要知识、技能

及培养心性的学习机会。这些学习机会包括对幼儿的体格、社交、情感及认知上的

发展有极大影响的课内、课外活动，以及每日的常规活动与过渡性活动。教师必须

通过观察、记录及评估幼儿的学习来加强自己的策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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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 
olistic development

“支持幼儿全面发展”的含义是什么？

优质的学习课程必须能培养和发展幼儿的认知(cognitive)、情感(emotional)、

社交(social)、体格(physical)、艺术(artistic)及创意(creative potential)方面

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通过下列六个学习领域来发展：

•  审美能力与创意表达

•  环境意识

•  语言与读写能力

•  动作与运动技能

•  数概念与计算能力

•  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

“支持幼儿全面发展”为什么重要？

幼儿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必须受到重视与认可，这样才能全面发展幼儿的潜在能

力。

教师如何支持“幼儿的全面发展”？

• 在六个不同的学习领域中，提供幼儿获取主要知识、技能及培养心性的机

会。

• 创设有助于促进幼儿之间相互沟通的学习空间。

• 设计多样化的活动与游戏（如：大、小组活动、静态和动态的游戏等）。

• 利用“随机教学”诱导幼儿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谈论他们与别

人的冲突与争执，以及表达他们的感受。

• 设计幼儿园以外的学习活动，例如：带领幼儿参观邻里的设施和进行实地参

观活动（field trips）等。

H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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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课程的概念框架

所有学前教育课程的核心都是幼儿。新加坡教育部的课程框架通过五大主题和

六个学习领域，帮助幼儿学习并获得主要的知识、技能，并培养心性，从而培育幼

儿成为终生学习者。

在我身边
的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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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如何？

我和谁共
同享有这
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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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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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知识、技能和心性

幼儿阶段的学习成果，即学前教育的大目标，包含幼儿完成学前教育时所需掌

握的知识和技能。有些幼儿在完成学前教育时已经超越这些目标，有些幼儿则视各

自的需要和进度，正在努力地朝着某些目标前进。

下表将提供如何帮助幼儿获得主要的知识、技能和培养心性的资料，目的是要

协助教师发展适当的课程以推动幼儿的学习和成长，从而达到教育的目标。六个学

习领域的学习效果及主要知识与技能都列在表中。我们要教导幼儿掌握这些知识和

技能的正确学习方法以及培养正确的学习态度。

学习效果 知识与技能

审美能力与创意表达 (Aesthetics & Creative Expression)

幼儿在完成幼儿园二年级的教育后，应该能够：

•	 通过视觉艺术、音乐与律动来描绘事物、表

	 达想法、感受与经验

•	 能对艺术与音乐做出反应，并利用想象力去

	 创作艺术与音乐作品

•	 喜欢参与艺术、音乐与律动的活动

视觉艺术、音乐与律动：

•	 探索与表达

•	 欣赏

环境意识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幼儿在完成幼儿园二年级的教育后，应该能够：

•	 通过提问显示他们对生活环境的兴趣

•	 通过不同的方法找出事情发生的原因以及事

	 物运作的原理

•	 表现出对环境的关怀与爱护

•	 探索世界

•	 学会以正确的态度对环境作出反应

语言与读写能力 (Language & Literacy)

幼儿在完成幼儿园二年级的教育后，应该能够：

•	 流畅地说出所要表达的意思

•	 理解别人所要传达的信息

•	 阅读并理解简单的句子

•	 掌握书写的基本规则，书写简单的文字和仿

	 写简单的句子

•	 聆听

•	 说话

•	 阅读

•	 书写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12



动作与运动技能 (Motor Skills Development)

幼儿在完成幼儿园二年级的教育后，应该能够：

•	 通过大肌肉运动发展身体各种协调能力（包括

	 运动和操作的协调能力）

•	 通过小肌肉运动发展精细动作

•	 参与各种体能活动并从中获得乐趣

•	 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

•	 知道在家中、幼儿园及公共场所需采取的各种

	 安全措施

•	 大肌肉动作技能

•	 小肌肉动作技能

•	 健康与安全

数概念与计算能力 (Numeracy)

幼儿在完成幼儿园二年级的教育后，应该能够：

•	 在日常生活上应用数字并显示对数字概念的理

	 解

•	 理解加减的数学概念

•	 理解形状与空间概念

•	 理解简单的测量方法

•	 配对、分类与比较

•	 顺序与排序

•	 数量与计算

•	 形状与空间意识

•	 简单测量法

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 (Self & Social Awareness)

幼儿在完成幼儿园二年级的教育后，应该能够：

•	 了解自己的能力、特性、情感、需要及喜好，

	 从而培养出正面的自我意识

•	 学会基本的自我管理方法，包括学习控制自己

	 的情绪、学习自律及对自己的行为举止负责

•	 表达对他人的尊重与认同感（尤其是在与其他

	 种族的互动中）

•	 与同伴在学习和游玩时表现出合作的精神

•	 考虑自己的行为后果

•	 自我意识

•	 自我管理

•	 社会意识

•	 人际关系管理

•	 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

心性：坚毅性、反思性、赏识自己和他人、创造性、好奇心、专注性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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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PRAISE）

我们要培养幼儿积极学习的心性，为他们以后的终生学习做好准备。

学习所需要的六种心性的英文词语首个字母拼在一起就是“PRAISE”，即“赞

扬”，这显示教师应该赞扬幼儿在学习上所付出的努力和他们所显露的心性。教师也

必须以身作则，通过本身的言行举止，向学生显露这些积极的心性。

 

心性 幼儿显露心性时的言行举止 教师要如何帮助幼儿发展这些心性

坚毅性

Perseverance
•	 在进行活动时，不会因为困

	 难而放弃

•	 为完成活动而愿意重新尝试

•	 向同伴或教师寻求帮助以完

	 成有挑战性的活动

•	 了解到幼儿所进行的活动对他们具有一定的挑

	 战性。当他们遇到挫折时，帮助他们学习如何

	 克服困难

•	 当幼儿失败时，鼓励他们再尝试

•	 提供适当的帮助，让幼儿在做出一定的努力后

	 能完成任务

•	 应用下列的语言模式来引导幼儿克服困难：

	 -“我看得出你遇到一些困难，你要不要尝试

	 	 	 用这个方法？”

反思性

Reflectiveness
•	 通过提问理清自己的想法

•	 表达情感、想法和意见

•	 解释自己如何化解与同伴之

	 间的摩擦和争执

•	 解释自己如何得出结论

•	 鼓励幼儿提问及分享经验

•	 应用下列的语言模式帮助幼儿思考如何解决难

	 题或化解纷争：

	 -“发生了什么事？”

	 -“你能做些什么？”

	 -“你现在应该怎么做？”

	 -“下次再碰到同样的情况时，你会怎么做？”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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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 幼儿显露心性时的言行举止 教师要如何帮助幼儿发展这些心性

赏识自己

和他人

Appreciation

•	 表达喜欢自己的哪方面和所

	 做过的事/完成的作品

•	 说出同伴、教师、家人和环

	 境的哪方面是他们所喜欢的

•	 说出他们喜欢别人做的什么

	 事或完成的什么作品

•	 有礼貌地聆听他人的见解

•	 鼓励幼儿谈论自己的优点或强项

•	 提供机会让幼儿表达自己或他人所做的事

	 （或作品）中有哪些方面是他们所喜欢的

•	 提供机会让幼儿学习合作

•	 鼓励幼儿分享他们的想法并强调听取不同意

	 见的意义

•	 提供户外游戏及实地参观的机会，以培育幼

	 儿的环境意识

•	 应用下列的语言模式与幼儿交流：

	 -“大家一起聆听同学们的意见/看法。我们

	 	 	 可以互相学习。”

创造性

Inventiveness
•	 创意思考

•	 建议处理事情或表达想法的

	 不同方式

•	 乐于尝试新事物或新方法

•	 亲身示范解决事情或表达想法的不同方式

•	 让幼儿建议处理事情或表达想法的其他方式

•	 布置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过程来完成的

	 作业或任务

•	 营造一个可以让幼儿进行探索与试验的学习

	 环境

•	 应用下列的语言模式与幼儿交流：

	 -“这个想法很特别。你还有其他想法吗？”

	 -“我们还可以怎么做？”

好奇心

Sense of 
wonder &
curiousity

•	 对他们在周围环境中所观察

	 到的事物提出问题

•	 通过向他人询问、阅读或试

	 验来找寻问题的答案

•	 对幼儿的提问做出回应，并认可他们的行为

•	 让全班幼儿一起为同学所提出的疑问寻求答

	 案

•	 通过边想边说的思考活动（有声思考-

	 think	aloud)，培养幼儿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	 应用下列的语言模式与幼儿交流：

	 -“在哪里/怎么了/到底为什么……”

专注性

Engagement
•	 能专心、努力地完成教师指

	 定的作业或任务

•	 自发地参与、完成作业或活

	 动

•	 明白所做事情的意义

•	 为幼儿设计活动时顾及幼儿的需要、能力及

	 兴趣等因素

•	 设计与幼儿生活经验有关的活动，使活动对

	 他们更有意义

•	 时常评估幼儿参与活动的层次，并按需要调

	 整教学方式

•	 应用下列的语言模式与幼儿交流：

	 -“我很高兴看到你刚才那么专心地做作业。”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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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学习
ntegrated learning

“综合性学习”的含义是什么？

幼儿是通过与他们周围的人、事和物互动来学习的。他们不会把学习的内容划

分成不同的科目。因此，教师应该设计跨学科的综合性活动，让幼儿全面地学

习。在一个精心设计、有意义的学习情境下，幼儿可以通过观察、询问、探索

及亲身体验来学习新知识。

“综合性学习” 为什么重要？

“综合性学习”可以帮助幼儿将不同学习领域的知识联系起来，并理解知识和

技能之间是如何衔接的。综合性学习方式可以配合幼儿天生好奇的特点，让幼

儿学习认识自我和他们生存的环境与世界。

教师要如何策划“综合性学习”活动？

• 提供有意义的学习内容

• 按幼儿的文化背景、兴趣及共有的经验，选择适合幼儿探索的主题、故事书

或题目

• 创设一个有利于进行跨学科学习活动的环境

I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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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一套综合性课程

A. 设定内容

选择一个主题、一本故事书或一个题目进行探索，或者与幼儿或其他教师讨论学习

的主题。

B. 脑力激荡

针对所选的主题、故事书或题目，想出多个点子，并将每个点子记录下来。这项寻

找灵感的活动也可以和其他教师或幼儿一起进行。

C. 将点子组织起来

将记录下来的点子有系统地归纳起来。

D. 构思活动及确定学习目标

选出几个点子来构思可行的活动，确认跟这些活动相关的主要知识、技能和心性，

从而拟定学习的目标。

另一个方法则是先选定主要知识、技能及心性，然后才开始构思活动。

教师很多时候，会发现自己不断地修改教学活动并调整学习目标，使两者能够配

合。

E. 了解幼儿在主要知识、技能及心性方面的学习进度

在着手编写教案之前，教师必须先找出不同领域的学习目标，这将帮助教师了解幼

儿的学习活动已涵盖了哪些主要知识、技能及心性方面的内容。

F. 安排活动顺序

设定所要进行的活动、活动时间及活动顺序。

G. 设计教案

教案必须包括学习目标、教学过程、教材和教具，以及延伸活动。

（请参阅英文原著附录表B的主题网和教学方案中对上述内容的进一步说明。）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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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
毛虫
变形
飞
小
地底下
湿
有些可以吃
蚯蚓
无足
森林
害虫
白蚁
蜘蛛
尖叫
捕捉
打扁/踩扁
树上
蔬菜
慢
蟋蟀
身体有图案
肮脏
雨林
被鸟吃
产卵
《好安静的蟋蟀》
(The	Very	Quiet	Cricket)

蛾
臭虫
壁虎
蝴蝶公园与昆虫王国
《虫虫特工队》
(A	Bug's	Life)

蟑螂
蠕虫
土地
地面
多毛
黏滑
阴暗的地方
害怕
逃跑
蛇
有毒
痒
爬行
丑
鲜艳
草
昆虫
叶子
植物
池塘
多足
蚂蚁
咬
动物
恶心
瓢虫
蜥蜴
千足虫
杀虫剂
吸血
甲虫
蝎子
吃腐烂的东西
宠物

主题 点子

“爬虫”

选择这个主题是

因为幼儿对一只

偶然爬进课室的

蜘蛛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

例：按“爬虫”主题编一个课程单元

A. 设定内容         B. 寻找灵感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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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点子组织起来 

它们住在哪里？

土地

地面	

阴暗的地方

草

叶子

植物

池塘

花园

地底下

森林

树上

蔬菜

雨林

蝴蝶公园与

昆虫王国 

生命周期

变形

产卵

被什么动物捕食

被鸟吃

它们如何移动？

爬行

飞

慢

为什么我们要

躲开它们？

有毒

咬

吸血

害虫

为什么我们喜欢它们？

吃腐烂的东西

宠物

有些可以吃

书籍/电影

《好安静的蟋蟀》

《虫虫特工队》

种类

蟑螂

蠕虫

蛇

昆虫

蚂蚁

动物

瓢虫

蜥蜴

千足虫

甲虫

蝎子

毛虫

蚯蚓

白蚁

蜘蛛

蟋蟀

蛾

臭虫

壁虎

人的反应

害怕

逃跑

痒

恶心

找杀虫剂

尖叫

捕捉

打扁/踩扁

外观/外貌

多毛

黏滑

丑

鲜艳

多足

小

湿

无足

身体有图案

肮脏

爬虫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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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构思活动及确定学习目标 

•	 实地参观
	 (环境1.6)

•	 回想与谈论
	 参观的经验
	 (语言1.19)

•	 朗读故事(语

	 言3.5，3.6)

•	 书籍：《好
	 饿的毛毛虫》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语言2.8)

•	 记录蝴蝶的
	 生命周期
	 (环境1.7)

•	 比较并区分
	 毛虫与蝴蝶
	 的外貌与特
	 性(环境1.4)

•	 比较毛虫与
	 蝴蝶体型的
	 大小
	 (识数5.1)

注： 以上所列点子与活动皆为
范例，并不详尽。主题活
动网只是将点子与活动组
织起来的方式之一，并非
唯一方式。

它们如何
移动？

爬行
飞
慢

•	 表演：英语儿歌
	 《水管上的蜘蛛》
	 (Incy	Wincy	Spider)

	 (审美3.10)

•	 英语歌曲：《飞翔》（Shoo	Fly）（审美3.9）

•	 律动：爬虫怎么移动？（运动1.1，1.15）

•	 利用道具复
	 述故事
	 (语言2.19)

•	 辨认并指出
	 故事里昆虫
	 的共同特征
	 (环境1.3	和

	 语言1.12)

•	 将昆虫模型
	 分类(数概念

	 1.13)

•	 讨论故事里
	 蟋蟀的心情
	 (自我与社会

	 1.7)

•	 利用不同面
	 积与形状的
	 纸张创造图
	 形(审美1.6	、

	 运动2.8、自

	 我与社会2.7)

•	 探索并尝试
	 拍打身体部
	 位来发出有
	 节奏的声音
	 (审美3.10)

•	 投选最喜爱的
	 昆虫(自我与

	 社会1.2)并用
	 图表展现投
	 选结果
	 (数概念3.28)

它们住在
哪里？

土地
地面
阴暗的地方
草
叶子
植物
池塘
花园
地底下
森林
树上
蔬菜
雨林
蝴蝶公园与
昆虫王国

为什么我们
要躲开它们？

有毒
咬
吸血
害虫

为什么我们喜欢
它们？

吃腐烂的东西
宠物
有些可以吃

生命周期

变形
产卵

被什么动
物捕食

被鸟吃

书籍/电影

《好安静的蟋蟀》
《虫虫特工队》

种类

蟑螂
蠕虫
蛇
昆虫
蚂蚁
动物
瓢虫
蜥蜴
千足虫
甲虫
蝎子
毛虫
蚯蚓
白蚁
蜘蛛
蟋蟀
蛾
臭虫
壁虎

人的反应

害怕
逃跑
痒
恶心
杀虫剂
尖叫
捕捉
打扁/踩扁

外观/外貌

多毛
黏滑
丑
鲜艳
多足
小
湿
无足
身体有图案
肮脏

爬虫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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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了解幼儿在主要知识、技能及心性方面的学习进度

*完整说明请参阅英文原著附录表A。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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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主要知识、技能和心性*

审美能力与创意表达
(Aesthetics	&
Creative	Expression)

1.6
3.9
3.10

3.14

•	 用不同方法进行试验
•	 以个人或小组的方式唱各种不同的歌曲
•	 用拍打身体部位或乐器发出的有节奏声响给歌曲、
	 儿歌、故事或童谣伴奏
•	 用声音、动作和道具演绎熟悉的歌曲、童谣或故
	 事的内容

环境意识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1.3
1.4
1.6
1.7

•	 知道生物和非生物、地点与发生的事情有何异同
•	 按照事物、地点及事情的特征进行比较与归纳
•	 提问并通过不同资料来源寻找答案
•	 以绘画或书写的方式将所观察到的事物记录下来

语言与读写能力
(Language	&
Literacy)

1.12
1.19
2.8
2.19

3.5
3.6

•	 用形容词来描述物品特征和进行比较
•	 回想并谈论经历或事情
•	 对朗读出来的故事或其他文本做出反应
•	 能用适当的提示和道具，正确地按先后顺序复述
	 故事里的主要内容
•	 掌握书写的基本规则
•	 用学会的书写规则来写字和仿写简单的句子

动作与运动技能
(Motor	Skills
Development)

1.1
1.15
2.8

•	 能倒退行走和侧向行走
•	 能用单腿支撑着向前跳
•	 能用剪刀来剪纸张，而且掌控得很好

数概念与计算能力
(Numeracy)

1.13
3.28
5.1

•	 进行合乎幼儿认知能力的物品分类
•	 收集、组织、并以图表的形式呈现数据
•	 能比较两个物品的长度并运用适当的词汇表达

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
(Self	and	Social
Awareness)

1.2
1.7
2.7

•	 表达自己的喜爱与厌恶
•	 谈论促使他们产生情感或某种感受的原因
•	 通过完成指定的任务显示个人的毅力

赞扬	(PRAISE) 坚毅性	(P) •	 坚持完成分类活动

反思性	(R) •	 反思和反馈实地参观活动所学到的知识

赏识自己和他人	(A) •	 理解同伴在投票活动中做出的选择

创造性	(I) •	 在自创歌曲中展示创作能力

好奇心	(S) •	 想了解更多有关昆虫生命周期的知识并表现出他
	 们的好奇心

专注性	(E) •	 专心地参与改编自儿歌的表演活动——“水管上
	 的蜘蛛”(Incy	Wincy	Spider）



F. 安排活动顺序

下表将示范如何按照幼儿学习周期的四个循环阶段来安排活动顺序。

学习阶段 幼儿出现什么行为 教师可以怎么做 可以采用什么方式

察觉期

(awareness)
•	 遇到并注意一系列的事

	 物、人物、地点和活动

•	 对事物感兴趣并想进一

	 步了解

•	 提出问题

•	 引发幼儿的兴趣和好

	 奇心

•	 表现出对该事物的兴

	 趣，想要多了解有关

	 内容	

•	 有声思考(think	aloud)

•	 提供让幼儿与具体事

	 物、人物、地点和活

	 动直接接触的机会

•	 诱发幼儿发表对新事

	 物的认识或想法，从

	 中了解他们已掌握的

	 知识

•	 引导幼儿注意周围的事

	 物（例如：注意到课室

	 里有一个蜘蛛网）

•	 应用“哪里 /怎么会/为

	 什么……”等句式来诱

	 发幼儿进行探究

•	 安排实地参观活动让幼

	 儿有机会跟爬虫直接接

	 触

探索期

(exploration)
•	 观察、触摸、嗅、听和

	 品尝

•	 说出自己的经历

•	 提出问题

•	 验证预想的正确性

•	 为探索的课题定下假设

•	 收集并记录资料

•	 比较自己和他人的想法

•	 建立个人对事物的观点

•	 有新的发现

•	 提供资源，创设学习

	 空间以鼓励幼儿进行

	 探索

•	 提出开放式的问题，

	 让幼儿自由作答

•	 在带幼儿出去参观之

	 前，先了解幼儿已掌握

	 的知识和他们想要知道

	 有关爬虫的哪些知识

	 （K-W-L策略）

•	 记录并展示幼儿的反

	 应与提问

•	 让幼儿通过绘画或创作

	 立体造型的方式表达他

	 们对这些爬虫的初步印

	 象

*	K-W-L的学习策略是以

幼儿既有的知识经验为基

础，关注他们想获得的知

识，再引导他们学习，并

在幼儿完成学习活动之

后，让他们反思和反馈

所学到的知识。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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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阶段 幼儿出现什么行为 教师可以怎么做 可以采用什么方式

掌握期

(acquisition)
•	 进行练习、重复活动

•	 将现有的经验与以往的

	 经验联系起来

•	 获得并掌握新概念或新

	 技能

•	 提出个人见解

•	 发展刚学到的新知识或

	 新技能

•	 使用各种教学策略来

	 帮助幼儿巩固新技能

	 和认识新概念

•	 诱发幼儿积极发表意

	 见，回答问题，从中

	 了解他们的学习进度

•	 通过提问帮助幼儿建

	 立新旧知识或技能之

	 间的联系

•	 提供时间、空间和材

	 料来让幼儿复习学过

	 的概念并应用新的技

	 能，以达到熟能生巧

	 的目的

•	 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同

	 样的活动，或以不同

	 的难度重复同样的活

	 动

•	 让幼儿有机会解释和

	 说明他们在做什么	

•	 实地参观后，了解并记

	 录幼儿所学到的知识

	 （K-W-L策略）

•	 利用开放式提问刺激幼

	 儿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

•	 让幼儿运用刚学到的新

	 知识对他们的图画/立体

	 造型进行修改

应用期

(application)
•	 接受新概念或新技能，

	 并应用于新环境和现实

	 生活中

•	 提出其他可行的方式

•	 探索新环境

•	 扩展和刺激认知能力

•	 察觉新事物

•	 提供机会让幼儿在不

	 同的环境中应用他们

	 学到的知识或技能

•	 提高幼儿观察的敏锐

	 度，并帮助他们察觉

	 新观察到的内容，进

	 而有的新发现

•	 鼓励并引导幼儿进行

	 自我反思

•	 让幼儿回忆实地参观活

	 动过程中所学到的关于

	 蝴蝶的知识并进行复述

•	 让全班幼儿一起制作一

	 本故事书，书名是《一

	 只毛毛虫的日记》

•	 激发幼儿对新事物的兴

	 趣（如：其他昆虫、动

	 物的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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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将提供设计活动的过程、步骤和应该注意的事项。

A．设定内容

• 我有否按照幼儿的文化背景、兴趣及大多数幼儿共有的经验去选择探

索的主题、故事书或题目？

• 这个探索活动的内容对幼儿是否具有意义并且和他们的生活相关？

• 幼儿对此内容已有什么相关的知识或经验？

B．脑力激荡

• 我是否已经从幼儿或其他教师那里获得更多点子，并将这些点子加入

清单里？

C．将点子组织起来

• 我有没有将所有的点子分类？

D. 构思活动及确定学习目标

• 我有没有顾及幼儿的兴趣、需要和能力？

• 有哪些教具和材料可用？

• 活动是否在幼儿既有的知识与技能上加以扩展？

• 我设计的活动能否帮助幼儿复习或强化主要的知识或概念？

• 我是否安排了不同方式的学习活动（例如：个人、一对和一组人、静

态和动态、教师主导和学生主导、室内和户外等）？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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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了解幼儿在主要知识、技能和心性方面的学习进度

• 我是否已经涵盖了六个学习领域里的主要知识、技能及心性方面的内

容？

• 我要在这个主题中培养幼儿哪一方面的心性（见“赞扬”(PRAISE) 表

中有关心性的学习内容）？

F．安排活动顺序

• 我有没有注意到学习周期的四个循环阶段？

• 我有没有按照活动内容的层次或难度来安排活动的顺序？

• 我有没有考虑到资源的问题（例如：地点以及是否有家长自愿参与实

地参观活动）？

G．设计教学方案

• 我有没有为每一项活动定下明确的学习目标？

• 我有没有考虑到幼儿学习的方式有差异？

• 我要如何以不同的活动方式来帮助不同幼儿进行学习？

• 我有没有为那些提前完成活动的幼儿提供延伸活动？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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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常规活动与过渡性活动

什么是“常规活动”？

常规活动是每天不断重复的、按规定程序的活动，为幼儿提供日常活动的框架，同

时也能帮助幼儿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常规活动被纳入幼儿园每日活动时间表内。

什么是“过渡性活动”？ 

“过渡性活动”发生在两个常规活动之间，主要是衔接两个较长的活动。“过渡性活

动”就是“转换”，可以是活动之间的转换、教师之间的转换或地点之间的转换。

“常规活动”和“过渡性活动”为什么重要？

常规活动与过渡性活动为教师提供在实际的园内生活中观察幼儿行为举止的好机会。

教师可以随机引导并提高幼儿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例如：

• 每日入园和离园时，通过对成人与同伴之间的互相问候，为幼儿提供对他人

表示关爱的机会；

• 活动结束后的打扫和整理，教导幼儿必须对学习环境的清洁与卫生负责；

• 通过让幼儿自己穿鞋子，可以帮助他们正面地看待自己的能力；

• 吃点心的时间是培养幼儿正确饮食习惯的好机会；

• 洗手和上厕所的常规活动，为幼儿提供学习基本生活技能的机会。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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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活动与过渡性活动不应该被视为干扰学习的活动。通过周详的规划，幼儿

可以从中培养自信心和社交技能。

我在通过“常规活动”与“过渡性活动”引导幼儿学习时，有没有做到以下

几点：

□ 提供清楚的指示去引导幼儿该怎么做？

□ 亲切并冷静地与幼儿沟通？

□ 用亲切、坚定的语气来帮助幼儿约束他们的行为？

□ 热情地欢迎幼儿的到来及亲切地与幼儿告别？

□ 注意聆听个别幼儿的说话并适当地表扬他们？

□ 让幼儿经常参与维持秩序的工作？

□ 利用适当的机会和个别幼儿进行沟通、互动，以帮助他们发展社交技能

 与情绪管理？

策划实地参观活动

实地参观活动为什么重要？

实地参观活动（field trips）可以让幼儿通过实地考察，获得并验证相关的

知识，以提高他们对环境的认识（例如：在邻里散步并观察叶子的形状与特征，或

去博物院寻找文物的信息等）。实地参观活动也有助于引起幼儿对周围事物的好奇

心，同时学习慎重对待并欣赏他们生活的环境与世界。

除此之外，实地参观活动也为幼儿之间制造互动、合作及沟通的机会。

实地参观活动与其他学习活动一样，必须要有周详的计划，才能达到预定的学

习目标。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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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实地参观活动前，教师应该做好什么准备工作？

A．选择场地 •	 列出实地参观活动的教育目的

•	 确认适当的参观场地

•	 获取实地参观活动前所需的资料（例如：开放时间、入门费、场地

	 的平面图和设施等）

•	 预订参观场所提供的特别教育活动或节目	

•	 预先到参观的场所了解情况，并注意有什么学习内容及可能碰到的

	 问题

B．设计教育活动 •	 计划并选择符合学习目标的实地参观活动	

•	 提供机会让幼儿学习相关知识、技能及培养心性（见英文原著附录

	 表A）

•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让幼儿去观察、提问并进行活动

•	 预先策划好，如果当天下起雨来，将有什么后备的活动计划

C．征求家长同意 •	 准备实地参观活动的家长同意书。同意书应该列出下列信息：

	 -	实地参观活动的日期

	 -	实地参观活动的目的

	 -	行程表

	 -	费用

	 -	交通方面的安排

	 -	活动的监督和管理方面的安排

	 -	餐点

	 -	携带物品（例如：帽子、雨衣、寒衣等）

	 注：请参考“Nurturing Early Learners”－ Book 4: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for a sample consent form to parents (pg38).

D．安排交通工具 •	 确定上下车的地点

•	 确保有巴士司机的联络号码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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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实地参观活动前，教师应该做好什么准备工作？

E．安排学习事宜 •	 为了安全及学习效果，成人与幼儿之间的人数比例要尽量维持在最

	 小的数目	

•	 嘱咐随行的所有成人（包括教师、职员、家长和义工）注意以下事

	 宜：

	 -	 户外活动的目的（提醒他们应帮助幼儿达到的学习目标）

 -	 行程表

 -	 角色及任务

 -	 发生紧急事件时所必须遵循的标准操作程序	(SOP-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F．计划参观前的活动 •	 告诉幼儿实地参观活动的目的

•	 在课堂上讨论实地参观活动的内容，以了解幼儿对有关内容已经具

	 有的知识

•	 让幼儿说出他们想要在这次活动中了解什么，学到什么

•	 先跟幼儿一起准备一些可以向参观场所工作人员提问的问题

G．采取安全措施 •	 教导幼儿个人安全及群体安全的知识

•	 安排小队长或给每个幼儿安排一个同伴，提醒幼儿学习互相照应

•	 准备急救箱，里面备有应付割伤、擦伤和昆虫咬伤等小意外的药

	 物

•	 携带家长的联络号码

H．进行实地参观活动 •	 进行事先计划和安排的教育参观活动

•	 鼓励幼儿提问、观察并与参观地的人员进行互动，多接触所参观地

	 方的物品、器材，确保幼儿的学习更具体化并具有意义

•	 向幼儿发问，帮助他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I．摄影记录 •	 用摄影机拍摄参观活动的过程、参观地的工作人员、物品或器材，

	 作为以下用途：

	 -	 帮助幼儿回想活动中所学到的知识

	 -	 帮助教师记录幼儿的学习经验

	 -	 帮助教师设计实地参观的延伸活动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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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地参观活动后，教师应该做好什么后续工作？

J．进行延伸活动 •	 设计实地参观的延伸活动，例如班级作业、全班参与口述故事活动

	 或美术活动，帮助幼儿：

	 -	巩固学习

	 -	反思和反馈所学到的知识

•	 鼓励家长在家里进行一些后续活动以帮助巩固幼儿的学习（例如：

	 带幼儿去图书馆借阅与主题相关的书籍或一起观看相关的纪录片）

K．评估实地参观活动 •	 对实地参观活动进行评估，有助于更好地安排和组织下一次的实地

	 参观活动：

	 -	有没有达到所拟定的教学目标？

	 -	教育活动与设备是否适当？

	 -	遇到哪些问题？

	 -	这个场地是否适合将来再去参观？

注： 请参考“Nurturing Early Learners”- Book 4：Environmental Awareness for a sample

  on how to plan a field trip to the zoo (pg24).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30



计划一个实地参观活动

实地参观前应做的事 

选择场地

设计教育活动

征求家长同意

安排交通工具

安排学习事宜

计划参观前的活动

采取安全措施

进行实地参观活动时应做的事
进行实地参观活动

摄影记录

实地参观活动后应做的事
进行延伸活动

评估实地参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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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评估幼儿学习的程序  

评估幼儿的学习进度将能帮助教师、家长及相关的专业人士了解幼儿已掌握什

么知识和技能。这也有助于教师设计合适的学习内容来促进幼儿身心的发展。

学习 Learning

教
师

 T
e

a
ch

er
s 家

庭
 F

a
m

ilies

幼儿 Children

评估的优点
Benefits of
assessment

认识与了解自己已经达到
的身心发展水平并为此而

感到自豪

认识与了解幼儿
的成长与学习进
展

为幼儿设定切合
实际的期望

实际参与幼儿的
成长过程

评估并改进教育课程

了解每个幼儿的
能力、需要及兴
趣

确定幼儿的学习
进展并设计适宜
的学习内容

教学 Teaching幼儿园园长 School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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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阶段

第一阶段：收集并记录资料

幼儿的资料可通过下列方式收集并记录：

a. 系统化的观察与记录

b. 拍摄幼儿活动情景或作品的照片

c. 收集幼儿的作业和作品样本

d. 进行家庭访问或调查

a. 系统化的观察与记录

教师必须拟定一个计划表来观察并记录幼儿的学习及发展历程。教师可选择观

察某几个幼儿，或者观察幼儿学习、发展的某一方面。

观察范围 观察幼儿时应注意的问题

兴趣 •	 什么题目能引起幼儿注意？
•	 幼儿喜欢谈论什么？
•	 当幼儿有选择权时，他们会做些什么？

技巧与能力 •	 幼儿什么事情做得好？
•	 幼儿觉得什么事情具有挑战性？
•	 幼儿现在正努力学习什么技能？

学习方式 •	 幼儿对新材料有什么反应？
•	 幼儿如何与新材料接触？
•	 幼儿喜欢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自己？

口语应用 •	 幼儿能用华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吗？
•	 幼儿跟谁说话？同伴或其他成人？
•	 幼儿经常谈论什么课题？
•	 幼儿在一对一的交谈中是否感到自在？在群体中又如何？

与成人及同伴的交流
与互动

•	 幼儿跟他人是否有交流？
•	 幼儿与成人、其他幼儿、熟人、陌生人等交流时是否显得自在？幼儿如
	 何开始与他人交流？
•	 幼儿与他人一起进行哪些活动？幼儿如何处理与同伴的争执？
•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幼儿会寻求教师的帮助？

肢体语言的应用 •	 幼儿如何行动？
•	 幼儿会使用手势吗？
•	 幼儿是否会利用肢体来帮助表达？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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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观察记录的准确性，教师要准备好随时可以做简短、精确的观察记录。

这些记录必须包括幼儿的姓名及观察日期。

好的观察记录必须是精确、客观及非解释性地记录所发生的事。观察记录可以

采用叙述或列出要点的形式写出来。例如：

“乐乐要求老师帮他写出‘房子’这个词语，好让他进行仿写，然后把这个词

语贴在他的图画上作为题目。”

注： 请参考“Nurturing Early Learners”- Book 2: Putting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for a sample 

observation checklist (pg36).

b. 拍摄幼儿活动情景或作品的照片

利用照片记录活动过程具有实用性。教师应将这些照片附在教学笔记中。教学

笔记要注明活动的主题、日期、学习环境、地点以及幼儿发展心性或达到学习目标

所借助的学习方式。

c. 收集幼儿的作业和作品样本

幼儿的作业和作品样本记录了他们的学习与发展进度。教师要收集与这些作业

或作品样本相关的资料，包括幼儿如何完成作业或作品，以及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

等。

教师不需要收集所有幼儿的相同作业或作品样本。所收集的样本可以包括以下

内容：

• 一个能反映幼儿练习基本技能的样本。

• 一个显示幼儿开始运用新学会的技能或概念的样本，例如：一个幼儿从字卡

上把字仿写下来的书写样本。

• 一个能展示幼儿学习过程并能从中看到幼儿是如何达到学习目标的样本。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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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作业和作品样本收集的例子：

学习领域 收集内容

语言与读写能力 •	 对话	

•	 写字

•	 复述故事

•	 理解故事的内容

数概念与计算能力 •	 对计算/算术有兴趣

•	 按物品的特性归类

•	 应用数字解决问题

环境意识 •	 认识物品的异同点

•	 对环境提出问题或发表自己的看法

•	 画出观察到的事物

审美能力与创意表达 •	 参与音乐、话剧或跳舞等活动

•	 愿意尝试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

•	 尝试通过美术作品来叙述故事

•	 欣赏别人的美术作品

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 •	 通过语言或图画表达对自己或家人的认识

•	 愿意在小组活动中与其他幼儿分享材料

动作与运动技能 •	 利用面团或粘土制作模型

•	 参与身体运动的活动

取自Helm, J.H., Beneke, S., & Steinheimer, K. (1998). Windows on learning: Documenting young
children’s work.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Press.

d. 进行家庭访问或调查

家庭是提供幼儿个人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教师可以定期通过通讯报及与家长会

晤的机会对家长进行问卷调查，以便能更了解幼儿的优缺点、喜恶和惧怕的事物。不

论是正式会面或非正式会面，教师都要记录与家长讨论的内容，包括与幼儿相关的问

题，以及教师与家长合作发展幼儿学习能力和促进他们身心成长的计划。

注： 请参考“Nurturing Early Learners”- Book 2: Putting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for a sample 

questionaire and conference notes for parents (pg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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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阐释所收集的资料

教师必须了解幼儿身心发展的特征，才能有效地阐释所收集的资料。这也能帮

助教师有效地使用各种评价工具，例如学习进度评估表、幼儿发展测量表或评价表

等。

教师可以利用所收集的资料和观察记录作为评估幼儿进展的依据，避免采用测

试的方式来使用评估工具。

若要对幼儿身心整体发展作出客观并具有意义的评定和解释，教师可以自我反

思下列问题：

• 我是否已从每个学习领域收集了足够的信息？

• 我是否注意到幼儿的发展过程和模式，而不是只注意个别成就？

• 我有没有考虑到幼儿成长的特征？

• 幼儿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否影响到他的学习与发展？

• 我是否综合多方面（例如：幼儿本身、他的同伴、家人、幼儿园其他专业人

士和他的课业等）的资料来对幼儿作出判断？

• 我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如：提供让幼儿发展某些技能、知识、心性等的机

会）来跟进？

第三阶段：资料的整理与编辑

建立幼儿学习档案可以帮助整理幼儿发展的评估资料。幼儿学习档案不是一个

收集幼儿的活动纸和作业的文件夹，它应该是一个让教师、幼儿或家长监督幼儿学

习和身心发展的有系统、有组织的实证资料档案。

幼儿学习档案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 跟家长说明建立学习档案目的的公函

• 幼儿的个人资料

• 观察记录及照片

• 一些作业和作品样本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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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幼儿学习进展的简单报名

• 教师为幼儿拟定的学习计划

• 与家长会面的记录

第四阶段：和家长分享信息和资料

若教师和家长能经常交换信息与资料，幼儿将能从中受益。为了让家长知道如

何在家里支持和促进幼儿的学习，教师让家长了解幼儿在幼儿园的学习内容和进度

是非常重要的。

与家长分享幼儿发展的评定资料包括下列程序：

1. 准备一份涵盖幼儿在六个学习领域中全面发展的简报。教师可以特别强调或讨论

以下事项：

 • 幼儿在幼儿园里与成人和同伴互动时的行为（例如：与同伴的关系和情绪管

理等）

	 • 幼儿有进展的学习领域

	 • 需要特别注意的学习领域

	 • 幼儿的兴趣与强项

2. 将之前收集与记录下来的资料（如：观察笔记、幼儿发展测量表等）作为幼儿

 学习进展的依据。

3. 与家长会面时向家长解说有关幼儿全面发展的简报内容，并提供证据。

 以下的例子是教师在与家长会面时可以使用的语言：

 进展/发展（认知）

 “这是志明在课堂上进行看与说活动的照片。他现在更有自信地对一群朋友讲

话。他能和同学分享他如何利用循环纸张作画来保护环境。”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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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趣/才能

 “我注意到志明非常喜爱音乐。他很快就学会演奏不同的乐器并具有很好的韵律

感。”

 社交行为

 “我从志明与同伴在学习区里的互动中发现他的社交能力相当好。他常主动跟同

伴交谈。他是一个懂得体贴别人的孩子，也会与同伴分享他的玩具。”

4. 与幼儿的家人进行讨论：

	 • 家长对幼儿定下的学习目标、期望与他们所关心的事项

	 • 幼儿在家里与幼儿园的行为是否一致

	 • 如何让家里的学习与幼儿园的学习能够互补

	 •	 一起定下跟进幼儿身心发展的具体计划

5. 将所有信息记录下来。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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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通过提供幼儿多元化的学习和社交的机会，教师能激发和发展幼儿的思考能力。

作为学习活动的诱导者，教师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教师要根据幼儿爱游戏、

好奇和喜欢追根究底的天性，为他们创设一个配合学习目的的环境。教师也要使用

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诱导幼儿主动学习，同时监督和观察幼儿在学些什么，以及如

何学习，再通过这些信息引导幼儿把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从中获得新知识，同时

对事物之间的关系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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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
ngaging children in learning through play

“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的含义是什么？

游戏是幼儿天生、自然的学习方式，幼儿通过这种方式学习了解和认识自我

以及周围的世界。幼儿通过游戏发展他们的运动和社交技巧，也通过游戏感

受到因为有新的发现，掌握新知识、新技能而带来的乐趣，从而掌握终生学

习所需的概念与技能。尽管有许多活动在幼儿园里被称为“游戏”，但不是

所有的游戏经验都可以被视为能够引导幼儿主动建构知识和发现事物关系的

有目的的游戏。 

幼儿在幼儿园参与各种不同类型的游戏，包括幼儿主导的游戏和教师指导的

游戏。

 

幼儿主导的游戏    

• 幼儿主导

• 幼儿能够自己选择活动、行动

 和学习的方式

• 幼儿能自主地进行探索

• 幼儿有更大的创意表达空间

教师主导的游戏

• 教师主导

• 游戏内容由教师设计以达到学

 习的目标

• 可以保证学习的质量，因为：

 - 在教师的督促和指导下，幼

  儿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要

  学习的内容上

 - 幼儿能在费时较长的活动中

  持续学习

 - 幼儿和教师交流和互动时，

  行为规范，言语适当

• 可在不同的学习区进行大组或

 小组活动

E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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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为什么重要？

“游戏”能够：

• 提供一个有利于幼儿学习基本概念和技能的情境

• 使幼儿的学习具趣味性及探索性

• 为幼儿提供冒险、犯错和应付失败的机会

• 为幼儿提供与同伴进行合作学习的机会

• 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幼儿主动参与这种有目的的游戏，并从中学习到相关的技能和概念，使他们

对自己的学习能力充满自信。幼儿的这种成就感和他们天生的好奇心便成为

他们学习的主要动力。

教师要如何“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

• 设计适合幼儿发展水平、有教育意义的游戏。

• 为幼儿组织游戏活动，让他们与同伴在大组或小组的活动中进行互动。

• 提供有趣、让幼儿有机会运用不同感官的学习环境，以及足够而且合适的

材料和教具、宽敞的活动空间和充足的游戏时间，让幼儿尽情地游戏。

• 通过边看边听来观察幼儿的活动。

• 引导幼儿学习（例如：通过提问的方式，加强或扩展幼儿的学习和思

考）。

• 当幼儿碰到问题或需要帮助时，教师应当介入。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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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幼儿提供充裕的互动机会
mpl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action

“提供幼儿充裕的互动机会”的含义是什么？

幼儿主要是通过与材料、物质环境以及与他人（如：同伴、教师、家庭成员、

社区中各阶层的人士等）的互动，建构并获得很多知识。

“提供幼儿充裕的互动机会”为什么重要？

为幼儿提供充裕的机会进行“幼儿与环境”、“幼儿与幼儿”以及“教师与

幼儿”等不同形式的互动，这样不但有利于优化幼儿的学习，还有助于发展

幼儿的认知能力、社交能力与情绪智能。

  

当幼儿对他人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时，他们可以进一步理解自己所学到的东

西。互动学习让幼儿有机会练习他们的社交技能，例如：建立并维持友谊、

与同伴合作、商量和更能察觉他人的感受等。在互动过程中，幼儿还能加强

本身对各种文化的敏感度和自我调整的能力。 

 

教师要如何“提供幼儿充裕的互动机会”？

• 教师应该为幼儿提供充裕的机会，让他们与各种材料、周围的环境、同伴、

教师、不同的家庭和社区等进行互动。

• 提供充裕的时间让幼儿讲述自己的经历、提出疑问、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

受，同时让他们分享并说明自己如何解决在游戏中遇到的问题。

• 重复各种内容让幼儿反复地与这些内容互动，以加强和扩展幼儿的学习并

提高他们的思考能力。

• 运用合作学习策略，让幼儿与其他人进行交流，否则独处的幼儿便失去与

他人交流的机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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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性学习

什么是“合作性学习”？

合作性学习就是让几个幼儿组成小组，让他们尽可能自主地学习和彼此学习。每个

小组成员不仅要学习教师教过的内容，也要帮助其他组员理解学习的内容，从而形

成一个学习态度积极、具有互动性的群体，为课堂营造富成就感的学习氛围。

 

 “合作性学习”为什么重要？

• 提高幼儿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

• 通过重视幼儿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增强幼儿的自尊心

• 发展幼儿的口语交流技巧

• 发展幼儿的社交技能（如：听的技巧、轮流说话和表达思想、乐于助人、赞

美他人）

• 发展幼儿的思考能力

• 使幼儿的学习更加愉快并富有意义

教师如何在课堂上促进“合作性学习”？

• 为幼儿提供一个安全并具有挑战性的学习环境

• 鼓励群体合作执行任务，让每一个幼儿都有机会做出贡献

• 给幼儿设定具体、明确的工作任务让他们去完成

为了帮助幼儿反思和评估他们的合作性学习经验，教师可以提问幼儿以下的问题：

• 你们小组成员间合作得怎样？

• 你们小组完成了哪些工作？达到什么目标？

• 你认为你们还可以怎样改进你们的工作？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43

1

2

3

4

5



教师要如何管理一项合作性的课堂活动？

在进行合作性学习时，幼儿会积极地与同伴对话和互动，有时会没有注意到他们说

话的音量对环境造成了影响。因此，教师必须以简单而快速的方法来提醒幼儿保持

适当的音量，以免影响他人的学习活动。

以下是管理合作性课堂活动的两个参考例子：

1. 要求安静的信号 (Quiet Signal) ：教师举起一只手或举起一幅图，慢慢从1数到

3，幼儿便要停止说话，然后举起一只手并把手指按住嘴唇，以这样的方式把要

求安静的信号传递给其他幼儿。再从1数到3后，教室必须完全安静。

2. 6英寸距离的音量 (Six Inch Voices) ：使用一截6英寸的线或绳子来说明幼儿

要如何轻声说话，并要求他们的音量只能达到6英寸的距离，同时提醒幼儿在他

们各自的组里进行活动时，只用这样的音量说话。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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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合作性学习策略的例子：

目的：创造和分享想法

策略：思考—配对—分享 (Think-Pair-Share)

社交技巧：聆听

1.	 设定一个任务或者问一个问题，给幼儿足够

的时间来思考问题。

2.	 让幼儿与旁边的同伴配对，讨论他们的想法

和答案。

3.	 让幼儿与全班分享他们的想法和答案。

策略：循环赛 (Round Robin)

社交技巧：聆听、轮换讲述

1.	 将全班幼儿分成小组，每组4-6个人。

2.	 设定一个任务或问一个问题，给幼儿足够的

时间来思考问题。

3.	 在思考时间后，让小组里的每位幼儿，按照

特定的秩序在组内轮流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答

案。

目的：练习及改善新技能

策略：同伴间的相互检查 (Pairs Check)

社交技巧：帮助、赞扬、礼貌等待

1.	 先将全班幼儿分成4人一组，再给幼儿配对，

两人一个小组，然后把任务或活动作业交给

每个两人小组里的幼儿。

2.	 先让两人一组中的一个幼儿开始按照游戏表

做游戏，而小组的另一个幼儿则充当教练，

观察并协助第一个幼儿。

3.	 如果第二个幼儿（即充当教练的幼儿）赞同

第一个幼儿的反应，就鼓励他/她赞扬第一

个幼儿。如果第二个幼儿不赞成第一个幼儿

的做法，就建议两人重新检查他们的答案，

然后再说出另一个答案。

4.	 让合作的两个幼儿在进行下一个任务或作业

活动时交换角色，重复做步骤1-3。	

5.	 前两项任务完成后，让组内的两个小组互相

检查答案，进行交流。

6.	 如果双方都同意答案，让他们无声地相互庆

贺并继续玩游戏。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就建

议他们针对原有答案再进行修改，直到两组

人都达成共识。

7.	 如果没有达成共识，教师应该介入，与幼儿

谈论他们之间的分歧。

8.	 强化已教导过的基本概念或技能以巩固幼儿

的学习。

策略：集思广益 (Numbered Heads Together)

社交技巧：帮助

1.	 将全班幼儿分成小组，每组3-4个人。

2.	 将数字1至3或4指派给每个组里的幼儿。

3.	 设定一个任务或提出一个问题，如“大家一

起动动脑筋来想一想……”。

4.	 为幼儿提供充裕的时间进行集体讨论，并确

保所有小组成员都知道答案。

5.	 随机叫一个号码（1至3或4的任意数字），

并要求在每一个组里持有这个号码的幼儿与

全班分享他们的答案。

6.	 强化已教导过的基本概念或技能以巩固幼儿

的学习。

取自Kagan，S. (1994). Cooperative learning. San Clemente, CA: Ka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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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是主动学习者
hildren as active learners

“主动学习”的含义是什么？

幼儿是通过主动探索周围的环境来认识这个世界的。“主动学习”即幼儿应

用实物或工具进行探索、反思、与环境互动、作决定、与其他幼儿和成人交

流等来建构知识，同时获得他们所经历的事物的概念。

“主动学习” 为什么重要？

当幼儿主动参与学习时，他们的思维就会活跃起来，这样就能帮助他们进行

思考并且对事物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这个过程能激发幼儿去解决问题和努力

学习。通过探索和交流，幼儿的经验和思维得以扩展，他们会有新的发现，

并了解如何应用他们所学的东西。

教师如何促进幼儿的“主动学习”？ 

• 教师应根据幼儿的需要、兴趣和对事物的好奇心，有计划地开展活动。 

• 提供充裕的时间和机会，让幼儿体验四个循环阶段的学习周期（即察觉

期、探索期、掌握期和应用期）。

• 应用适当的提示和提问技巧，例如：

- 激发幼儿的兴趣和好奇心

- 阐明幼儿的想法和意见

- 当幼儿在合作过程中产生冲突时，帮助幼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 鼓励幼儿去发现和探索

- 帮助幼儿对信息、感受和事件进行反思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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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提问和图表等方式扩展幼儿的思维

“扩展幼儿的思维”为什么重要？

扩展幼儿的思维有助于幼儿应付复杂和具挑战性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他们进行独

立学习。研究显示，当我们鼓励幼儿思考、预测、提问和作假设时，可以帮助他们

建构较高层次的思考技能。

有哪些较高层次的思考技能可以注入学前教育课程？

• 组织技能—— 整理信息，使信息更清楚、更能有效地表达。（例如：匹配信

息的相似性，指出信息间的差异，排列信息的顺序）

• 分析技能—— 通过对各个部分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检查、分析，以澄清

信息的内容。

• 生成技能—— 在已有信息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把所有信息联系起来，并

将新旧信息作对比、归纳、预测并探讨其他的方法。

• 元认知技能（即“对思考本身进行思考”）—— 帮助幼儿了解自己的思考

过程，并积极控制这些过

程。

教师要如何扩展幼儿的思维？

教师可以运用提问和图表等方式扩展幼儿的思维。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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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Questioning）

教师可以拟定一些问题用以激发幼儿的兴趣，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游戏，同

时激发幼儿的思维，并培养他们爱发问的习惯。好的问题必须是有重点、清楚明确、

同时发问时运用适当的语调，这样才能帮助幼儿去发现新知识及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以下是几个提问的例子：

提问的目的…… 一般的例子 以“爬虫”为主题的例子

回忆信息

(Recalling	

information)

• 你是否记得……？

• 上次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 你能说出……的名字吗？

•	 我们上次在动物园的树林里看到哪些昆

	 虫？

•	 我们上次喂虫子吃水果时发生了什么事？

引起关注

(Directing

attention)

• 你看到（听到、感受到或闻

	 到）了什么呢？

• 你所看到的那只蝴蝶的翅膀是什么颜色？

	 有什么花纹？

• 毛虫的腹部是怎么样的？你看到了什么？

• 蝴蝶翅膀上的花纹像什么？

目的：增强组织技能

比较与分类

(Comparing	and

classifying)

• 它们有什么是相同或有什么

	 是不同的？

• 我们要怎样把这些东西分类？

• 毛虫与蚯蚓有什么不同呢？

• 这些蝴蝶中哪一只和图片里的蝴蝶相同？

• 我们要怎样将这些虫子分类？

给事情排序

(Sequencing	of

events)

•	 先发生什么事？

•	 后来又发生什么事？

• 蝴蝶的生命周期秩序是怎么样的呢？

• 毛虫变成了什么？

目的：增强分析技能

分析局部与整体结

构	(Analysing

parts	and	whole)

• 这个……有几个部分或有几

	 种特点？

• 你怎么知道……？

• 昆虫有哪些特点？

• 你怎么知道蜘蛛不是昆虫？

分析类型与关系

(Analysing

patterns	and

relationships)

• 为什么你认为……？

• 什么是……为什么……？	

• 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 什么可能会造成……？

• 有什么问题……？

• 为什么树叶有一些洞？

• 哪里是蝴蝶繁殖的最佳场所？为什么呢？

• 把毛虫放在黑暗处会有什么问题？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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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的目的…… 一般的例子 以“爬虫”为主题的例子

目的：增强生成技能

对事物发展的结果

进行预测

(Eliciting

predictions)

•	 如果……，你认为会发生什

	 么事情？

•	 你认为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事情？

•	 如果我们不为宠物毛虫提供食物，你认为

	 结果会怎样？

•	 如果我们把宠物毛虫放在黑暗处，你认为

	 结果会怎样？

提出替代方法

(Proposing

alternatives)

•	 有什么其他方法……？

•	 其他方法会怎么样……？	

•	 你有几种方法可以……？	

•	 你会如何去改变……？

•	 你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毛虫更快变成蝴蝶？

•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把这些蝴蝶分

	 类？

•	 有哪些动物和蝴蝶有相似的生命周期？

鼓励具创意/想象力

的思维

(Encouraging

creative/

imaginative

thinking)

•	 如果……，将会怎么样？

•	 你能设计一个……吗？

•	 你能创造……吗？

•	 如果没有蝴蝶，我们的生活将会有什么不

	 同？

•	 如果人们能够像蝴蝶一样飞起来，那将是

	 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	 你能不能为你的宠物毛虫设计一个“家”？

•	 你能为故事《好饿的毛毛虫》想一个不一

	 样的结局吗？

目的：促进元认知技能

觉察到自己的思考

过程	(Becoming

aware	of	one's

thinking	processes)

•	 你怎么知道……？	

•	 你怎么决定……？

•	 什么事情让你这样想……？

•	 你怎么知道蝴蝶是昆虫？

•	 你怎样将蝴蝶分类？

•	 是什么原因让你认为捕捉蝴蝶要用这样的

	 方法？

比较个人的想法

与他人的想法

(Comparing	one's

thinking	with	the

thinking	of	others)

•	 你看到的跟其他人看到的有

	 什么不同？

•	 你认为……是一件好事还是

	 坏事？

•	 你看到毛虫变成蝴蝶的过程跟你的朋友看

	 到的有什么不一样？

•	 你对蝴蝶的分类跟你的朋友的分类方法有

	 什么不一样？

• 	 你觉得把毛虫养在教室里是好事还是坏

	 事？

表达情感及联系个

人经验(Expressing

emotion	and	

making	 personal	

connections)

•	 你喜欢……的什么？	

•	 你觉得……怎么样？

•	 你觉得……吗？

•	 动物园的“爬虫园”之行中，你最喜欢什

	 么？	

•	 当你在“爬虫园”时，你觉得怎么样？

取自Kostelnik，M.J.，Soderman，A.K.，& Whiren，A.P. (2007).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curriculum: 

Best practic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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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Graphic organiser）

  图表是通过直观的方式，全面地将所有的概念、点子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组

织地在图表上呈现出来。

教师可以利用图表来引导和帮助幼儿：

• 进行思考

• 理清思路并表达看法

• 看到自己的思考过程

概括信息

组织思路处理信息

制定程序 产生想法

刺激原有知识
说明和

解释关系

阐述想法

幼儿使用
图表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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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发展组织技能 目的：发展生成技能

目的：发展分析技能

比较和对比 (Compare and Contrast) 阐述想法 (Elaborating)

想法

与熟悉
的事物
进行比

较

解释
发表
意见

举例

A

不同

B

不同相同

部分——整体 (Part-Whole) 原因及结果 (Cause and Effect)

分析目的

各个部分的功能是什么？

如果缺少了各个部分，后果会怎么样？

结论

部分 部分 部分

功能 功能 功能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原因 结果

事件原因 结果

原因 结果

 

图表实例：

（英文原著附录表B中提供了运用图表的实例。）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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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幼儿主动与互动性的学习

要促进幼儿主动与互动性的学习，教师需要：

• 策划适当的学习内容

• 适当地组织与管理幼儿，以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益

• 提供适当的学习材料和环境

• 观察幼儿的学习过程

• 引导并刺激幼儿的思维和扩展他们的学习能力与学习范围

在促进幼儿主动与互动性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自我反思以下问题：

□ 教学计划是否提供机会让幼儿与各种实物、人物、地点和事件直接接触和

互动？

□ 在活动中是否结合教师为主导与以幼儿为主导的活动，同时平衡教师发言

和幼儿主动发言这两种方式？

□ 是否通过各类型的提问来刺激幼儿的思维，并扩展幼儿的智能、社交和情

绪管理方面的学习？

□ 是否善用幼儿的反应来支持并挑战他们的想法？

□ 是否鼓励并提供发展幼儿的合作性学习的机会？

□ 是否鼓励幼儿尊重他人想法和意见？

□ 是否鼓励幼儿在别人的想法上建构新的认知？

□ 是否通过鼓励幼儿自行决定想要学习的内容和方法，让幼儿对自己的学习

承担一点责任？

□ 是否帮助幼儿在他们自己的新和旧的学习经验中建立联系？

□ 是否鼓励幼儿在不同的情境中练习、复习并运用所学过的知识或技能？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诱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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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是专业人士

高素质的学前教育对幼儿的成长有着正面的影响。每一名幼儿都应该拥有丰富

及贴近生活的学习经验。因此，教师必须具备专业知识、技能和素养以营造高素质

的学习环境。

iTeach
teachers as professionals

教师是专业人士

T

c

h

Teachers as  
supporters of learning

holistic
development

children as 
active learners

engaging children 
in learning 

through play

integrated learning

teachers as facilitators

幼儿是学习活动
的

主
体

教
师

是
学

习活动的诱导者

综合性学习

教师是幼儿学习的支持者

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

提供充裕的互动机会

幼儿是主动学习者

全面发展

e
a

i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action

children as learners

teachers
as planners

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策划者

教师是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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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专业之路

学前教育教师扮演着多重的角色，其教学工作也并不局限于课堂上。

作为专业人士，学前教育教师应当：

• 关怀并尊重幼儿

• 具备丰富的知识，熟悉教学内容

• 采用有效的教学策略以配合幼儿的学习需求

• 知道并且明白评估的作用，同时能有效地采用多元性的评估方式

• 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理解幼儿身心成长与发展特点及学习方式

• 与幼儿的家人、社区及其他专业人士合作

• 进行反思性实践

• 致力于终生学习

专业的学前教育教师应当通过以下途径，不断地提升自己：

• 认定自己在幼儿教育领域里的角色

• 运用专业知识，进行反思性实践

• 参与持续性与协作性的学习

• 评估并观察幼儿的发展与学习

• 与幼儿的家长合作

教师可以使用以下评估鉴定表，来确认自己的强项和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朝

专业之路迈进。

教师是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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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

我
要

做
出

以
下

的
努

力
，

提
升

自
己

…
…

专
业

发
展

阶
段

入
门

 
 专

业

认
定

自
己

在
幼

儿
教

育
领

域
里

的
角

色

□
	我

时
时

关
注

本
地

幼
儿

教
育

的
最

新
政

策
和

课
题

。

□
	我

知
道

有
关

幼
儿

教
育

的
专

业
组

织
（

例
如

：
A
E
C
E
S
、

O
M
E
P
、

N
A
E
Y
C
）

。

□
	我

知
道

幼
儿

教
育

专
业

组
织

所

规
定

的
一

套
道

德
准

则
（

例
如

：

A
E
C
E
S
、

N
A
E
Y
C
）

。

□
	我

时
时

关
注

亚
太

区
幼

儿
教

育
的

最
新

课
题

和
发

展
趋

势
。

□
	我

熟
悉

幼
儿

教
育

专
业

组
织

所
规

定
的

一
套

道
德

准
则

。

□
	我

时
时

关
注

全
球

幼
儿

教
育

的

最
新

课
题

和
发

展
趋

势
。

□
	我

在
日

常
工

作
中

遵
循

着
某

个
幼

儿
教

育
专

业
组

织
所

规

定
的

道
德

准
则

。

参
与

持
续

性
和

协
作

性
的

学
习

活
动

□
	我

参
加

必
修

的
专

业
技

能
提

升
课

程
或

活
动

（
例

如
：

学
前

教
育

资

格
认

证
委

员
会

（
P
Q
A
C
）

认
证

的
学

前
教

育
课

程
、

工
作

坊
、

座

谈
会

、
研

讨
会

、
工

作
实

习
、

阅

读
专

业
书

籍
等

）
。

□
	我

有
一

些
同

事
可

以
给

我
提

供
意

见
和

帮
助

。

□
	我

观
摩

辅
导

教
师

的
课

。

□
	我

参
与

自
己

任
教

的
学

前
教

育

中
心

的
其

中
一

项
活

动
：

探
究

小

组
、

行
动

研
究

、
支

援
小

组
、

学

习
圈

。

□
	我

积
极

地
寻

求
提

高
专

业
水

平
的

机
会

。

□
	我

和
我

任
教

的
学

前
教

育
中

心
的

教
师

分
享

我
探

索
的

新
教

学
策

略
。

□
	我

邀
请

其
他

教
师

来
观

摩
我

的
教

学
活

动
。

□
	我

参
与

并
领

导
至

少
一

项
我

任
教

的
学

前
教

育
中

心
里

的
活

动
：

探

究
小

组
、

行
动

研
究

、
支

援
小

组
、

学
习

圈
。

□
	我

审
查

自
己

在
哪

些
知

识
和

技
能

上
的

不
足

，
并

寻
求

专

业
学

习
的

机
会

以
提

高
有

关

方
面

的
能

力
。

□
	我

和
其

他
学

前
教

育
中

心
的

教
师

分
享

我
探

索
的

新
教

学

策
略

。

□
	我

帮
忙

辅
导

新
进

的
教

师
。

□
	我

参
与

和
领

导
至

少
一

项
其

他
学

前
教

育
组

织
的

活
动

：

探
究

小
组

、
行

动
研

究
、

支

援
小

组
、

学
习

圈
。

  

□
	我

是
至

少
一

个
幼

儿
教

育
专

业
组

织
的

成
员

（
例

如
：

A
E
C
E
S
、

O
M
E
P
、

N
A
E
Y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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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为

一
名

专
业

的
幼

儿
教

师
，

我
要

做
出

以
下

的
努

力
，

提
升

自
己

…
…

专
业

发
展

阶
段

入
门

 
 专

业

参
与

持
续

性
和

协
作

性
的

学
习

活
动

□
	我

知
道

网
络

上
有

专
门

让
幼

教
专

业
人

士
交

流
心

得
的

论
坛

和
讨

论

区
。

□
	我

阅
读

网
络

上
专

门
让

幼
教

专
业

人
士

交
流

心
得

的
论

坛
和

讨
论

区
。

□
	我

和
其

他
领

域
的

专
业

人
士

合
作

（
例

如
：

特
殊

教
育

工

作
者

、
语

言
治

疗
师

）
。

□
	我

到
网

络
上

专
门

让
幼

教
专

业
人

士
交

流
心

得
的

论
坛

和

讨
论

区
参

与
讨

论
。

把
学

到
的

专
业

知
识

应
用

于
实

际
教

学
，

并
对

教
学

实
践

进
行

自
我

反
思

□
	我

通
过

媒
体

（
例

如
：

网
络

、
杂

志
、

报
章

）
获

知
幼

教
的

相
关

讯

息
。

□
	我

了
解

并
熟

悉
幼

儿
身

心
成

长

和
发

展
的

原
理

以
及

六
大

学
习

领

域
。

□
	我

会
在

教
学

观
摩

后
和

辅
导

老
师

讨
论

我
的

教
学

工
作

。

□
	我

通
过

专
业

的
期

刊
和

书
籍

获
得

有
关

幼
教

的
最

新
讯

息
。

□
	我

把
幼

儿
身

心
发

展
的

原
理

以
及

六
大

学
习

领
域

的
知

识
结

合
起

来
，

应
用

在
实

际
教

学
上

。

□
	我

会
针

对
教

学
实

践
进

行
自

我
反

思
。

□
	我

为
学

前
教

育
中

心
内

部
的

简
报

或
杂

志
撰

写
跟

幼
儿

教

育
相

关
的

文
章

。

□
	我

结
合

幼
儿

身
心

成
长

和
发

展
的

原
理

、
六

大
学

习
领

域

的
知

识
及

其
他

专
家

和
幼

儿

家
长

的
看

法
，

以
及

幼
儿

教

育
的

研
究

资
料

，
应

用
在

教

学
实

践
上

。

□
	我

和
同

事
一

起
针

对
我

的
教

学

工
作

进
行

反
思

。

观
察

、
记

录
资

料
以

及
评

估
幼

儿
的

发
展

与
学

习

□
	我

知
道

评
估

的
目

的
、

好
处

和
作

用
。

□
	我

知
道

与
幼

儿
家

长
和

其
他

专

家
合

作
评

估
幼

儿
会

有
良

好
的

效

果
。

□
	我

清
楚

了
解

评
估

的
目

的
、

好
处

和
作

用
。

□
	我

与
同

事
或

其
他

相
关

的
专

业
人

士
合

作
评

估
幼

儿
。

□
	我

与
同

事
或

其
他

相
关

的
专

业
人

士
、

幼
儿

家
长

分
享

评

估
幼

儿
的

资
料

。

□
	我

和
幼

儿
家

长
合

作
评

估
幼

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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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为

一
名

专
业

的
幼

儿
教

师
，

我
要

做
出

以
下

的
努

力
，

提
升

自
己

…
…

专
业

发
展

阶
段

入
门

 
 专

业

与
家

长
合

作

注
：

 请
参

考
“

N
u

rt
u

ri
n

g 
E

a
rl

y 
L

e
a

rn
e

rs
”

 
-

 B
o

o
k 

2
: 

P
u

tt
in

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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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i
p

l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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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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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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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m
e

-
S

ch
o

o
l

 
 

P
a

rt
n

e
rs

h
ip

 
 

(p
g

3
8

-
5

0
).

□
	我

在
家

长
会

上
和

幼
儿

家
长

沟

通
，

并
与

他
们

保
持

联
络

。

□
	我

认
识

到
在

帮
助

幼
儿

应
付

变
化

或
困

难
（

例
如

：
转

换
新

班
级

或

环
境

）
时

，
和

幼
儿

家
长

合
作

的

重
要

性
。

□
	我

知
道

幼
儿

家
长

的
价

值
观

、
期

望
以

及
幼

儿
的

背
景

（
例

如
：

幼

儿
有

没
有

兄
弟

姐
妹

、
谁

是
幼

儿

的
看

护
人

）
。

□
	我

清
楚

了
解

幼
儿

家
长

在
幼

儿
的

成
长

及
发

展
上

所
扮

演
的

重
要

角

色
。

□
	我

通
过

各
种

方
式

和
家

长
沟

通

	
（

例
如

：
非

正
式

地
面

对
面

交

	
谈

、
电

邮
、
书
信

、
电

话
沟

通
）
。

□
	我

为
幼

儿
家

长
提

供
教

育
讯

息
，

协
助

他
们

了
解

自
己

在
孩

子
的

成

长
以

及
学

习
方

面
扮

演
重

要
的

合

作
伙

伴
角

色
。

□
	我

会
检

讨
策

略
，

使
幼

儿
家

长

的
参

与
更

具
意

义
。

□
	和

幼
儿

家
长

的
沟

通
不

够
理

想
时

，
我

有
其

他
替

代
的

策

略
。

□
	我

为
幼

儿
家

长
提

供
幼

儿
学

习
发

展
的

资
料

，
并

提
供

方

法
以

协
助

他
们

在
家

中
引

导

幼
儿

学
习

。

 

□
	我

会
和

家
长

一
同

安
排

幼
儿

转
换

新
学

校
、

班
级

或
环

境
的

事
项

，
以

帮
助

幼
儿

应
付

变
化

。

□
	我

会
慎

重
对

待
在

背
景

、
信

念
、

价
值

观
和

对
孩

子
的

期
望

方
面

有
差

异
的

各
个

家
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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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习

什么是“专业学习”？

为了使教学工作达到较高的水平，教师有必要致力于专业学习。专业学习并不只限

于参加课程和研讨会，它是一个持续地对教师实际教学进行探索及反思的过程，使

教师能成为主动的学习者。

教师可以选择相关的学习活动或课程，以改善他们对专业的态度，提升他们的专业

知识与技能。这些学习活动或课程为教师提供机会，让他们能：

• 对自己先前设想的角色、价值观和信念进行审视，并挑战自我

• 获得广泛的知识和技能

• 加强对教学领域的认识，以及更了解幼儿和他们的学习过程

• 探讨一系列的教学策略

• 学习如何综合几种不同的资料和知识，并应用在实际的教学中

“专业学习”为什么重要？

• 影响幼儿的学习和发展

• 促进教师个人的成长和专业的发展

• 有助于实现学前教育中心的目标

教师要如何使自己的“专业学习”更有效率？

• 找出自己在专业实践、个人工作效率以及学习方式等方面哪些地方需要提升 

（参见下页的图表）

• 进行反思并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在日常的工作上

• 通过个人或小组的方式进行探究来延伸自己的学习（例如分享或行动研究）

	

教师是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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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的
知

识
与

技
能

（
此

表
仅

供
参

考
，

并
非

规
范

或
已

包
罗

无
遗

。
）

学
习

形
式

专
业

实
践

个
人

的
工

作
效

率

专
业

基
础

知
识

与
技

能

•	
每

个
学

习
领

域
的

知
识

、
概

念
、

观
点

、
关

系
和

技
能

•	
了

解
各

个
学

习
领

域
的

知
识

之
间

是
如

何
联

系
的

，
并

将
这

些
内

容
应

用
在

现
实

生
活

中

•	
使

用
每

个
学

习
领

域
特

定
的

词
语

教
育

学
的

知
识

与
技

能

•	
了

解
幼

儿
如

何
学

习

•	
有

效
的

课
室

管
理

策
略

•	
能

针
对

各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学

生
（

包
括

有
学

习
障

碍
的

学
生

）
运

用
不

同
的

教
学

策
略

•	
了

解
幼

儿
如

何
学

习
特

定
主

题
，

以
及

教
学

中
常

出
现

的
误

区

•	
掌

握
有

效
整

理
和

展
示

教
材

的
技

能
（

例
如

：
利

用
图

表
、

模
型

和
演

示
）

•	
了

解
各

种
不

同
的

评
估

方
式

（
例

如
：

成
长

档
案

）

•	
进

行
反

思
性

实
践

与
教

育
相

关
的

知
识

•	
幼

儿
教

育
的

预
期

教
学

目
标

•	
有

关
幼

儿
教

育
的

研
究

发
现

和
发

展
方

向

•	
国

民
教

育

行
政

与
管

理
技

能

•	
幼

儿
园

的
使

命
、

远
景

、
价

值
观

和
标

准
操

作
程

序
（

S
O
P
s）

•	
健

康
与

安
全

课
题

•	
资

源
管

理

管
理

技
能

（
个

人
）

•	
自

我
意

识
及

自
我

管
理

•	
时

间
的

安
排

、
掌

握
和

控
制

•	
承

受
压

力
的

能
力

和
疏

解
压

力
的

方

法

沟
通

技
能

•	
人

际
关

系
技

巧
（

例
如

：
冲

突
处

理

技
巧

）
	

•	
写

作
能

力

•	
演

示
能

力

•	
引

导
能

力

思
考

技
能

•	
批

判
性

思
考

技
能

•	
创

意
思

考
技

能

•	
解

决
问

题
的

技
能

•	
做

决
定

的
技

能

资
讯

科
技

•	
资

讯
工

具
的

使
用

（
例

如
：

微
软

	
W

o
rd
，

E
xc

e
l，

P
o
w
e
rp
o
in
t）

•	
阅

读
资

讯
科

技
材

料
的

技
能

（
例

如
：

网
络

搜
索

）

•	
将

资
讯

科
技

融
入

教
学

和
学

习

•	
参

加
座

谈
会

、
研

讨

会
和

工
作

坊

•	
报

读
受

认
证

的
课

程

•	
参

加
内

部
的

培
训

活

动

•	
参

与
专

业
课

题
的

分

享

•	
实

习

•	
到

其
他

学
前

教
育

中

心
观

摩
、

浸
濡

、
游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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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性实践 (reflective practice)

反思性实践是专业学习中重要的一环。教师可以通过各种反思的活动，例如针

对自己和他人的教学进行反思，通过分析研究报告、幼儿的家长或其他相关的专业

人士以及本身的观察等进行反思，从中学习。

什么是“反思性实践”？

• 反思性实践是通过回顾过去和理解已经发生的事的真相，并让当事人了解自

己在实践中和他人的观点中学到了什么。

• 回顾和分析过去将有助于为未来的教学与学习做出更妥当的规划。

• 反思性实践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含监察、评估以及修正自身

教学实践三方面的循环过程。

取自Rolfe, G., Freshwater, D., & Jasper, M.(2001). Critical reflection in nursing and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A user’s guid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建构知识(knowledge-building)

的反思阶段

那又如何？(So what?)

• 从多种管道收集资料（例如：自

己、其他相关专业人士和幼儿的家

长）

• 找出问题的根源及行动的依据

初步描述(basic, descriptive)

的反思阶段

发生了什么事？(What?)

• 针对教学实践提出问题

• 针对幼儿对学习内容的反应提出问题

行动主导(action oriented)

的反思阶段

现在怎么做？(What now?)

• 改变策略（例如：改变教学策略或调

整过于困难或过于简易的活动）

• 评估调整后的行动和结果

• 记录活动的进度、过程或对干预活动

的反应

教师是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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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教师应该进行“反思性实践”？

• 能更好地了解本身的教学方式如何影响幼儿的学习

• 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个人的价值观、信念和偏见，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教学实践

• 进一步肯定或否定以往的想法

• 培养自己的专业素养并致力于终生学习

反思可以分为哪几种？

教师的反思一般分成教学反思（在教室里的实际教学及教学环境）和个人反

思（审视本身的价值观、信念和偏见）。反思可以在上课前、上课后或在课堂上进

行。教师的教学反思可以是自我反思，也可以和同事合作，以便收集、分析和结合

他人的观点。

教学反思 个人反思

发生了
什么事？
(What?)

•	 我在课室里做了什么？
•	 课室环境布置得如何？
•	 幼儿如何利用课室里的空间？
•	 进行了什么活动？
•	 幼儿有什么行为表现和反应？

•	 我的价值观、信念、偏见、
期望和过去的经验是什么？

那又如
何？
(So what?)

•	 我要如何观察及评估幼儿的需要和学习？
•	 我要如何获知幼儿以往的经验、兴趣和爱好？
•	 我要如何通过不同的管道收集资料（例如：幼儿

的家人、教师、其他的看护人和幼儿的同伴）？

•	 我的价值观、信念、偏见、
期望和过去的经验如何影响
教学？

•	 我的价值观、信念、偏见、
期望和过去的经验如何影响
我和其他专业人士、幼儿及
家长的关系，尤其是和我持
不同观点的人？

现在怎
么做？
(What

now?)

•	 我要如何为幼儿创造有意义及贴近生活的学习经
验？

•	 这项行动会有什么后果？
•	 我要如何扩展幼儿的学习和思考？
•	 我要如何记录和评估我所学到的？
•	 接下来还可以做什么？
•	 我要如何改变我的教学实践以实现我的新计划？
•	 幼儿在学习区里能否独立活动？
•	 我要如何安排幼儿的学习活动，以让幼儿更好地

利用课室的空间？

•	 我要如何进一步认识这些对
幼儿的学习持有不同理念和
看法的人？

•	 我要如何以更有效的策略来
和持有不同理念和看法的幼
儿家长和专业人士合作？

•	 我能向哪些专家寻求协助
	 （例如：如何和不同语言或文

化背景的家人沟通）？

教师是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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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14日（星期一）

发生了什么事？(What?) 那又如何？(So What?) 现在怎么做？(What now?)

若姬雅一大早来的时候

还是很开心活泼的，可

是当她听到“爬虫”这

个将要学习的主题时，

她马上表现出不感兴趣

和与己无关的样子。不

过，她却很好奇地聆听了

《好饿的毛毛虫》的故

事。

若姬雅只想呆在阅读区

翻阅《好饿的毛毛虫》的

故事。她不愿意去探索其

他的学习区。

若姬雅的祖母告诉我，原来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若姬雅

遇到一只飞来飞去的蟑螂，

从那天之后她就变得非常害

怕爬虫。

陈老师（若姬雅的第二语文

老师）证实了当她和小朋友

一起翻阅一本关于蜘蛛的图

书时，若姬雅坐在离大家较

远的地方。

若姬雅对爬虫似乎很害怕，不

过她却喜欢阅读关于毛虫和蝴

蝶的书籍。

我要如何鼓励她去探索其他的

学习区？

我可以为她提供哪些资料，使

她觉得探究爬虫是安全的？

在认识其他类的昆虫之前，先

鼓励若姬雅上网去探索毛虫与

蝴蝶的世界。

在进行花园的探索活动时，如

果条件允许的话，设法让她看

看蚂蚁窝和蚯蚓（或是其他爬

虫类），并跟她讲讲这些爬虫

做些什么。

若姬雅的祖母说他们抓到了一

条毛虫并把它当宠物饲养起

来，以观察它如何变成蝴蝶。

我和陈老师会继续评估并观察

若姬雅，看她是否对学习越来

越感兴趣以及能否克服自己的

恐惧感。

反思实例

例一是甲老师如何通过教学工作以及与幼儿家长和同事协作的经验，反思自己

的工作实践和价值观的例子。

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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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22日（星期二） 

发生了什么事？(What?) 那又如何？(So what?) 现在怎么做？(What now?)

黛微和民汉正在进行分类和

匹配塑料爬虫玩具的活动	。

黛微把绿色的毛虫和蚱蜢放

进同一个篮子里。不过民汉

跟她争论：“可是毛虫跟蚯

蚓也可以放在一起，因为它

们都看起来像绳子。”

黛微提议说：“我们可以先

按照我的方法进行分类然后

再用你的方法吗？”

“可以。”民汉有点迟疑地

回答，“可是下一次，我们

得按照我的方法去做。”黛

微点头表示同意。

黛微和民汉进行的分类和匹

配活动是他们的学习活动其

中一个重要的学习目标。

他们也学到了妥当处理意见

分歧的方式，这也是另一个

重要的学习目标。虽然民汉

对黛微做出了让步，但是他

表现得非常果断。

我还可以用什么其他的爬虫

鼓励幼儿去分类和匹配？

若不根据爬虫的身体特征进

行分类和匹配（如：它们吃

什么？住在哪里？），哪些

问题和材料可以帮幼儿进行

分类和匹配？

我要如何辅导和提高幼儿在

冲突时说明问题和使用语言

解决冲突的技巧？

在进行分类和匹配活动的桌

子上，放一本关于昆虫的参

考书。

问一些可以让幼儿用爬虫的

其他特征进行分类和匹配的

问题，例如：“不知道哪一

只爬虫会挖洞？”

通过提出一些可以让幼儿回

顾当时情景的问题，帮助

幼儿好好地谈谈他们的冲

突。例如：“发生了什么

事？”或“你觉得我们现在

应该怎么办？”

继续聆听幼儿的谈话，观察并

评估幼儿的学习。

例二是林老师自我反思她的实践经验，以明白和了解幼儿从中学到什么，以及

如何延伸他们的学习和思考。

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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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学习

(Integrated	 learning)

课程是：

□	 建构在一个对幼儿有教育意义的情境中

□	 具有跨学科的性质

教师是幼儿学习的支持者

(Teacher	as	supporters	of

children's	 learning)

在策划教学方案时，我顾及以下几点：

□	 幼儿的需求

□	 幼儿的兴趣

□	 幼儿的能力

□	 幼儿已有的知识和经验

□	 帮助幼儿建立自信的机会

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

(Engaging	children	in	learning	

through	play)

为以下的活动做好准备：

□	 以幼儿为主导和以教师为主导的游戏

□	 个人游戏与小组游戏

提供幼儿充裕的互动机会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action)

为幼儿提供以下的互动机会：

□	 材料

□	 同伴

□	 教师

□	 家庭成员

□	 社区

幼儿是主动学习者

(Children	as	active	 learners)

课程可让幼儿：

□	 探索并建构自己的知识

□	 尝试用不同方式处理事情或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	 在往日学习经验与新的学习经验间建立联系

□	 延伸思考

全面发展

(Holistic	development)

课程使幼儿在以下各学习领域得到发展：

□	 审美能力与创意表达	(Aesthetics	&	Creative

	 	 Expression)

□	 环保意识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	 语言与读写能力	(Language	&	Literacy)

□	 动作与运动技能	(Motor	Skills	Development)

□	 数概念与计算	(Numeracy)

□	 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	(Self	&	Social	Awareness)

  

iTeach实践的反思

你可以使用下表来对你的课程设计或日常的教学实践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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