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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活动形式，形成思考循环

播土扬尘 落来有“声”

作者姓名:杨阳 所属市（区）:苏州市姑苏区

单位名称:苏州市虎阜实验幼儿园

【问题提示】

项目教学，对于学前教育领域而言一个新颖的词汇。项目教学法在我国逐渐引起幼教界、

普通教育界和职业教育界的共同关注的由来，是 2007 年 1 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项目

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引导、学生为主体”。
[1]
它所倡导的是人人参与，注重的不是最后的结果，而是学生在完成具体项目实践过程中所

获得的切身体验，这与《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因此“项目教

学”无异于给教师提供了一把能深挖进儿童内心的“铲子”，让教师能在儿童的“需求”与

“发展”上播土扬尘，翻起波澜。但是目前国内项目教学在学前教育领域研究很少涉及，且

面临理念不足、环境限制与家长不认可等诸多现实问题。

【案例】

我们在学习项目教学理念、了解相关实践案例、规避客观条件限制的基础上，结合园部

省级课题，本班子课题及实际项目活动实施的情况下，将项目活动的开展归纳为以下几个环

节：

下面就以我班开展的项目活动《沙乐园——如何挖一个水池》为例来探索挖掘：用项目

教学推动幼儿需求与发展的实践研究与思考。

一、“下铲”：捕捉幼儿兴趣，建构活动主题

要“挖土”，先“下铲”。首先，这里的“建构”不是指教师根据既定目标开展的细致规

划，而是一种简单的“设想”。游戏主题从何而来？幼儿的兴趣，就是最符合幼儿需求的“主

题”，它追随幼儿脚步，贴近幼儿的真实生活。在游戏活动开展初期，捕捉幼儿的兴趣点，从

而建构合适的项目主题，[2]是激发幼儿兴趣和发展的关键。

捕捉幼儿兴趣，建构项目主题

基于幼儿本位，创设活动平台

分享展示收获，满足需求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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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幼儿的心理是时刻变化着的。上述片段中幼儿的关注点由水池里的“宝石”转

变成为辅助材料，再到“水池”，短时间、跳跃式的思维，要求教师要捕捉幼儿的兴趣，紧抓

最关键、最重要的点，建构具有“弹性的”、“价值性”的主题，找准“点位”去“下铲”，是

顺利开展项目活动的基石。

二、“播土”：基于幼儿本位，创设活动平台

（1）驱动性问题的确立——预期网络思维图

项目活动主题确立以后，教师马上组织幼儿进行讨论，

确定了项目活动的名称《沙乐园》，在讨论过程中明确了该

项目活动的内容是“在幼儿园的沙坑里挖水池”，确立了驱

动性问题——“如何挖一个水池”，并就此展开了热情的讨

论：“用什么挖？”、“怎么挖？”、“需要哪些工具？”、“要

找哪些材料？”、“挖的水池长什么样子？”等等，一同初

步制定了一个简略的预期网络思维图。

（2）由“要我学”变为“玩中学”

我们组织幼儿开展游戏主题大讨论，让幼儿成为游戏开展的真正参与者，由“被动型”

的“要我学”，转变为“主动型”的“我要学”，从而调动每个幼儿参与游戏活动的积极性，

把握幼儿活动思路，紧抓幼儿兴趣点。

A 幼儿：我要在沙坑中间挖一个大坑，然后填满水。

师：具体的想法呢？

【片段 1】 照片记录

一日午餐后散步，路过水池时，孩子们望着水池里新添

的满池石子，映着粼粼波光，大声呼喊道：“宝石！宝石！”

于是，顺着孩子们的兴趣，我提出了明天阳光游戏时将“宝

石”捞出来一起玩的建议，孩子们欢呼雀跃。第二天，三位

“打捞匠”

下水了，装了满满的一桶“宝石”，第二个问题便马上

引起了热烈讨论：“宝石”可以做什么用呢？只见已经在沙

池中挖了一个沙坑的孩子，将石子一个个捧在手里，运了一

次又一次，将石子一个个摆放在沙池边围了起来，然后呼喊：

“这是我们的水池！”周围的孩子们都纷纷聚拢过来围观，

看了一会儿便依着“水池”的样子，挥舞起自己的铲子，边

挖坑边说道：“我们也来挖个水池！”

预期网络思维图



3

A 幼儿：我要用大铲子在沙里挖好一个坑，再把水倒进去。

B 幼儿：我可以帮你倒水哦。

C 幼儿：我想在沙坑边上挖水池，这样离水近一点。

D 幼儿：我看到过一直流水的池子，我们可以搭那样的吗？

师：也是可以的哦……

讨论结束后，我们与幼儿在预期网络思维图的基础上，围绕三个问题展开针对三个内容

进行了分组：“用什么工具挖”、“怎么分工”、“水池的造型”并以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再集

体展开讨论计划的可行性，最终确定收集的材料、挖的水池样式与方法等。

在主题大讨论的过程中，不仅幼儿的角色有了变化，教师的角色也不再是主导者、叙述

者，而是转变成为了引导者、倾听者，在不断与幼儿的讨论修改与整理中，具备了与幼儿一

同游戏的同理心，共同站在一个角度去思考，由“同理心”去感受幼儿的想法。

三、活动实践——探索活动形式，形成思考循环

设想完成后，“沙乐园”进入挖掘游戏活动的内核，即活动的开展形式。在“沙乐园”游

戏活动开展过程中，我们明确了两种基本的开展方式：小组化实践、集体实践。

（1）小组化实践

在第二个环节中，幼儿被分为三个小组制定计划，三组幼儿分别带着各自的计划的问题

和重点进行了探索与验证。例如“用什么工具挖”小组对于“挖沙坑工具”的探索：

挖沙坑工具 适合度

车型铲子 ★★

塑料小铲 ★★

塑料大铲 ★★★

不锈钢大铲 ★★★

塑料堆造积木 ★★

半片型竹片 ★

砖块 ★

瓦片 ★

该小组在两次对不同工具进行挖沙坑的探索后，发

现了最适合、最高效的工具是“大铲子”，包括“塑料

大铲”和“不锈钢大铲”。后续他们发现了对于“围型

死水水池”最适合的运水工具是水壶，而对于“方形引

导式活水”最适合的蓄水工具是塑料水管。其他小组以

同样的形式不断更新内容进行探索，逐渐丰富了预期网

络思维图：

完善网络思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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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在小组化探索中，因内容的单纯性，能够让幼儿更深入地针对一个问题进行充分的

思考探索和验证，教师的指导也更加及时和具体。这是小组化实践形式的优点。但是不同小

组开展不同的研究内容，导致幼儿群体间的进度存在显著性差异，这是小组化教学所不可避

免的弊端。

（2）集体实践

为了弥补小组化教学实践带来的差异性，我们除了在游戏活动开展的初期与幼儿共同开

展“主题大讨论”，还同时平行式地开展两个集体教学实践活动：《幼儿游戏故事记录本》以

及每次活动后的集体大评析。集体大评析，顾名思义就是在每次活动结束后，都给与幼儿充

分的时间，交流讨论今天自己的所干所想以及发现的问题，结合教师的观察记录评价以及幼

儿开展自评，不断群策群力克服困难，推动游戏的进程。

《幼儿游戏故事记录本》是我们采取的一种创新记录形式，以幼儿绘画结合家长记录的

方式，帮助幼儿记录当天游戏内容与发现，同时提升家长对游戏教学活动的认识。下面是样

例评析：

今天我和柏言、朱丽还有芸芸一起挖沙坑啦，我们一人挖

一个坑，最后发现沙坑都连起来啦！我们往里面加水，可是

水最后都不见了。

评析：活动过程详细记录且提及与同伴之间的交往与自己发现的问题。

我在沙子里捡了贝壳，准备把贝壳镶在水池四周，最后因

为运水时间太长了，我的水池没有成功，下次我会继续努力

把我们的水池做好。

评析：幼儿不仅记录了本次游戏的内容，自己所做的尝试与发现，更总结了自己没有

完成探索的原因，提出了对下一次游戏的设想。

在小组化实践形式与集体实践形式相辅相成的开展过程中，帮助幼儿形成了“发现问题

——商讨解决方法——验证可行性——反思评价——发现新问题”的不断思考循环中，满足

幼儿自身兴趣点更新、需求提升的同时，更在思维方式与理性逻辑中，促进幼儿学习品质与

核心素养的发展。

四、活动成果——分享展示收获，唤醒需求与发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游戏活动实践，幼儿对“沙乐园”有了充分的认识，并为自己的成果感

到骄傲。展示是他们最喜欢的活动形式，也是最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以及让自身发展具象化

的形式。我班全体幼儿在“沙乐园”游戏活动的最后阶段接受了全园教师的一次展示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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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实践成果随时间推进的变化吧：

引导式活水“水池”

围圈式死水“水池”

通过对项目教学的探索，我们坚持让教师的思考贯穿始终，让“家园共育”拉入游戏教

学，让尘土落来有“声”。教师的“便利贴随手记”、“手机录制短视频”、“幼儿观察记录评析”

等等，都让教师和幼儿一样，在跟进游戏活动中不断学习，学会做一名引导者和倾听者，尊

重幼儿的想法，站在“儿童本位”的立场上去做幼儿的学习伙伴、合作者和学习者。让我们

跟随着幼儿的脚步，一同推动游戏教学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发展，让儿童成为自己的主人。

【案例评析】

该案例《“沙乐园”如何挖一个水池》，是一个在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

题下开展的班级项目活动。案例围绕项目教学，开展实践探索，在线性的研究中一步步呈现

给我们幼儿园如何开展项目教学活动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步骤，包括从“捕捉幼儿兴趣，建构

项目主题”，到“体现幼儿本位，创设活动平台”，再到“探索活动形式，形成思考循环”，最

后让幼儿分享展示成果，满足幼儿的需求与发展。同时我们可以从丰富的片段素材和活动照

片中发现，教师在活动中尝试了各种形式的记录方式，并做好了整理与分析，站在了“儿童

立场”去思考儿童、观察儿童、反思儿童，不错过幼儿在活动中的“转折点”、“失败点”与

“发光点”，凸显项目教学中“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引导、学生为主体”的特点，让教师在

活动中，站稳自己的角色，成为一名引导者和倾听者，让儿童真正成为活动的主人。

在这整个案例中，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在该项目活动中，“网络思维图”有两个版本，一

个是前期预设，一个是活动开始后的改进，两张图的内容对比还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作者在

这中间对于幼儿的思考着笔不多，若能多一些幼儿是如何讨论改进“网络思维图”的过程，

幼儿的思维线性与活动的推进线将更为清晰。另外在小组化实践与集体实践的分析中，对于

集体化实践里的《幼儿游戏故事记录本》与集体大评析也可以再多举一些案例，甚至说一说

幼儿的思考，“幼幼”之间的相互评析，将会让整个思考循环过程更为丰富和完整。

（苏州市姑苏区常青实验幼儿园，园长，张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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