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浅析如何实现幼儿视角的师幼互动
——以幼儿亲自然活动为例

潘丽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莲花幼儿园）

摘要：幼儿的发展是全面综合的，教师对幼儿的正确看法、观念和态度和对幼儿天性的正确认识，有利于教师形成

科学的幼儿观，这可以转化为科学的教学行为，进而促进幼儿的发展。本文主要结合亲自然活动的实例，从感受、

支持和理解幼儿想象、探究、游戏的天性三方面，探讨了幼儿视角的师幼互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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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的幼儿观提出的灵魂

“活”，揭示了幼儿具有强大的生命成

长力量，这正是幼儿所潜藏着的巨大创

造力。科学的幼儿观认为，幼儿是自然

的、社会的人，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是主动的学习者、探索者，而不是被动

的接收器。幼儿通过身体感知、心灵感

悟、分享交流、共享资源，可以获得认

知、技能、情感上的自主发展，进而焕

发天性。教师要解放幼儿的空间，让他

们去接触大自然的花草、树木、青山、

绿水、日月、星辰，让幼儿自由地对宇

宙发问，与万物为友。在大自然中，教

师努力和幼儿使用同一个视角，使用同

一种方式，只有放下身段，站到幼儿那

边去，教师才能不断清晰自己对幼儿的

认识，积极探索科学的教学行为，促进

幼儿的发展。

一、用幼儿的眼睛观察，感受幼

儿想象的天性

一个人想象力发展的最重要时期

就是幼儿时期。幼儿的想象又区别于成

人，有着自己的特点。他们想象的内容

是简单的，行为往往是无意识的，他们

想象、构建的画面既来源于自己的生活，

又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四季更迭，幼

儿与花、草、树、风、水、土亲密接触，

充分打开自己的心灵，去听、看、闻、

触摸、感受，然后自由地通过想象把他

们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感性知识表达出

来。他们会想用画笔来描绘，或用音乐

来阐述，更可能用诗来歌颂。

镜头 1：在“寻找树朋友”的亲自

然活动中，幼儿围着园里长得最大的合

欢树，猜测这到底是一棵什么树？摸一

摸、抱一抱、抬头仰望着……思绪飞扬。

“它是伞树吧，它把太阳光都挡住了”“还

是叫它老树吧，它那么粗，树皮都老

了”“它怎么有那么多嘴巴呀？”“在

哪里？”幼儿盯着树干上突起的花纹仔

细观察，“1，2，3，4……我都数不清

了，太神奇了”，一番交流后，幼儿最

后为其取名为“嘴巴树”。

在成人的眼中那定是一棵再普通

不过的合欢树了，但是幼儿却称它为“嘴

巴树”，因为幼儿的眼里注意到了树干

上一个一个突出来的花纹。仔细看这些

花纹真的很像嘴巴，只不过只有幼儿的

眼睛才能看到。

镜头 2：幼儿躺在草地上看天空中

上下翻飞的云，想象也随之舞动起来。

山坡云、兔子云、棉花糖、小公鸡、机

器云——幼儿的想象奇妙又可爱。在幼

儿纯真的心里，有着比天上还要多姿多

彩的云。

幼儿自觉地拿起画笔和画纸尽情

挥洒想象，还给各种各样的云画上了“云

的家”。“云有家吗？”可能这是个只

有幼儿才能提出的问题，幼儿却因此让

富有创意的“给云造一个家”艺术作品

跃然纸上。

思考与认识：幼儿的生理和心理尚

未成熟，往往在自由想象中去认识世界，

而这种天真幼稚的想象蕴藏了人类最宝

贵的创造财富。幼儿都是艺术家，并不

是说要在幼儿与艺术家之间简单、生硬

地划上等号，更多是说每个幼儿都与生

俱来地拥有艺术能力。要让幼儿畅游在

“天马行空”的世界里，首先，要让幼

儿担任主角，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力，按

自己的方式和意愿自主创造，并尝试表

达自己的感受，这样才能建立幼儿学习

过程中的安全感。其次，成人要学会从

幼儿视角去欣赏幼儿点滴的创造，理解

童心。

用幼儿的眼睛观察，感受幼儿想象

的天性。即站在幼儿的视角观察幼儿，

支持幼儿拥有自己发现和感知世界的视

角，让幼儿更放松、敢质疑，愿意和教

师互动，而教师通过完整记录幼儿在活

动中的表现，发现幼儿学习中最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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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打开了解幼儿内心世界的大门。

久而久之，师幼之间的关系悄然地发生

转变，师幼逐渐达成一种默契。

二、用幼儿的实践体验，支持幼

儿探究的天性

幼儿天生对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

心和旺盛的求知欲，正是这一特性成为

幼儿探索世界万事万物的强大动力。幼

儿在探索过程中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

明，这也是幼儿创新思维、创造能力、

探究能力发展的潜质。但是，如果只注

重科学的幼儿探究，是不完整的探究。

以探究蚂蚁的亲自然活动为例。

在进入正式的探究蚂蚁活动前，幼儿就

和蚂蚁充分地玩过，像用放大镜观察过

蚂蚁、给蚂蚁做过窝、通过视频了解过

蚂蚁的真实生活等，在多次观察过蚂蚁

爬行抬食物后幼儿发现了蚂蚁灵敏的嗅

觉。可见，幼儿做研究时要与游戏对象

交互，且需要基于自己的日常观察、经

验感悟、直觉顿悟，才能产生对游戏对

象的认识。幼儿在经历了一系列正式和

非正式的蚂蚁研究后，会出现无意识地

把自己当成小蚂蚁的行为，画蚂蚁小人、

编儿歌、表演等。幼儿在研究过程中会

自然产生输出和表达，这些是需要教师

主动注意的，注意幼儿是怎么输出和表

达内容的，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融入引

导，例如把幼儿的想象写下来，甚至辅

助幼儿创编故事等。幼儿是因为有了交

互才产生了探究，是因为有了经验才自

然流露了想象和创造，这样的探究才是

富有游戏精神的研究，才更贴近幼儿的

天性。

镜头 1：六月的种植园地，蔬菜纷

纷长熟、结果。今天的散步地点，幼儿

毫无犹豫地选择了种植园地。幼儿自由

地行走在菜地四周的小路上，分享交流

自己的发现，在一片搭了架子的长豇豆

地里停了下来，长长短短的长豇豆吸引

了幼儿的眼球。“你们看，我找到了一

根最长的长豇豆。”顺着声音传来的方

向，只见浩轩把一根长豇豆铺在自己的

手臂上，说长豇豆和他的手臂一样长，

一副自豪、笃定的神情。与此同时，其

他幼儿不约而同地拍手鼓起掌来。

教师：“为什么说这根长豇豆是最

长的？”浩轩：“因为我刚刚和这些长

豇豆都比过来，都没有我的手臂长，只

有这根长到我的肩膀了。”教师：“哦！

你的长手臂就像一把尺子，可以量长豇

豆的长度呢！真有趣。”幼儿对用手测

量蔬菜产生了兴趣，各自开始寻找蔬菜

之“最”。

在回班的路上，幼儿谈论得津津有

味。

幼儿 A：我用手量了一根黄瓜，它

和我的两只手一样长呢。

幼儿 B：我也用手量的，我量的是

茄子。那个茄子很粗很粗，我这样（做

动作比划给同伴看）用两只手圈都不够。

幼儿 C：长豇豆一直长，会不会长

到和我们的人一样长。

思考与认识：教师要善于发现自然

生活中适合幼儿观察的各种资源，利用

其作为一日活动各环节的教学契机，引

导幼儿关注身边的事物和各种现象，促

使其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这会让幼儿

变得更有活力。

用幼儿的实践体验，支持幼儿探究

的天性，即尊重幼儿自主生发游戏，支

持幼儿自主体验学习，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充分的游戏自由。教师要让幼儿

在自然环境中自主生发游戏，有自由表

现的机会，允许幼儿异想天开，鼓励他

们标新立异，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动，教

师少一分限制、多一分关注、多一分欣

赏，幼儿的天性更能展示出来。正如在

本次散步活动中，教师将活动权最大限

度地还给幼儿，幼儿在放松的状态下与

自然充分互动，大胆质疑和发问“哪根

长豇豆最长？”“哪个茄子最粗？”等

问题，在保证一定时间量的自主散步活

动中，幼儿实践、猜测和验证；第二，

教师要做好“导”的工作，站在幼儿的

视角鼓励幼儿积极发现身边的新奇事

物，助推幼儿积极主动、认真专注、敢

于探究、不怕困难等学习品质的形成。

正如在本次散步活动中，教师为幼儿营

造了平等化的交流氛围，教师融入到幼

儿自发的用身体部位测量蔬果的游戏

中，鼓励幼儿静心观察、发现、探究、

表达，支持幼儿在“玩”中学习，与幼

儿共同感受生活的美好。

三、用幼儿的心灵感受，理解幼

儿游戏的天性

游戏是幼儿的天性，是幼儿特有的

学习和生活方式，是幼儿的生命状态；

游戏是幼儿的基本活动，也是幼儿生活

中最重要的活动。幼儿通过游戏，简单、

容易地去认识周围的世界，在游戏中生

长，在游戏中发展自我生命的力量。幼

儿的思想又具有泛灵性，往往把一些无

生命的物体当作是有生命的，桌子会疼、

玩具会哭、树会孤独……在幼儿的世界

里，世界万物是平等的、一体化的，因此，

幼儿感受世界的方式，不纠结于一定要

有科学结果的产生，而在于体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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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察对象的关系，这是一种对话、互

动的关系，幼儿希望在内心的心理活动

中求得一种理解。

镜头 1：在户外自然环境下，幼儿

用泥土煮饭、把树叶、石头当菜；一个

筐子一块布就是一张桌子、帐篷吊床就

是他们的家；大树下面有棋社、听着评

弹喝口茶；甜品店在水池边、长条木凳

上有烧烤、小花园里找虫子、抓蝴蝶、

量量大树小树有多粗，提上工具箱做个

小小科学家；滑滑梯变成了双层舞台，

有钱还能叫个外卖吃等。游戏中的幼儿

无不都是欣喜若狂的，他们奔跑、跳跃，

展现着他们好动的天性，宣泄着他们无

穷的能量，以达到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

平衡。只有在自由、自主、自然的环境

下，幼儿才无拘无束地真实演绎着各种

游戏。

思考与认识：幼儿是一个完整的整

体。每个幼儿都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

生命个体。幼儿正处于身体发育和心理

发展的过程中，其机体会按照成熟的时

间顺序逐步展现出蕴含于其中的潜能，

而游戏为其提供了机会。幼儿需要游戏。

游戏能激发幼儿积极主动开展思维活动

的兴趣，让幼儿完全放松自己，给幼儿

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可以帮助幼儿宣泄

现实生活中产生的负面情绪，实现他们

在现实中可能难以实现的愿望，给幼儿

自豪、满足、开心等积极的情绪体验。

用幼儿的心灵感受、理解幼儿游戏

的天性。即教师不但要为幼儿提供充足

的时间、合适的空间和丰富的材料，满

足幼儿对游戏的需求，使幼儿的各种潜

能得到最大的发挥。教师还要关注幼儿

是否全身心地投入活动之中，幼儿的感

官和情感能不能动用起来，如果这些都

做到了，那么幼儿自然会获得良好的发

展。因为只有能全面感知、彻底体验、

深刻体验和认识，才能帮助幼儿认识生

活中真挚的爱、理解、创造、发现、希

望等美好品质，这对幼儿的全面发展具

有重要的价值。

幼儿的天性是好奇、是想象、是游

戏，是一个个没完没了、稀奇古怪的问

题，是独特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天

性在，幼儿便在，让天性永远存活，就

是让完整幼儿永远存活、永远发展、永

远创造。

自然是一切美好的源泉，爱自然也

是人的天性。没有幼儿会生来不爱树林、

池塘、草地，不爱野花和小鸟，幼儿与

自然接触不仅仅是玩耍而已，而是幼儿

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每个幼儿的成长、学习、体验、喜

好、选择、价值观，又都离不开成人的

引领、指导、分享和鼓励。幼儿教学是

教师和幼儿同在自然中，用一个心灵去

唤醒另一个心灵的过程。教师要加入幼

儿的生活中，发现幼儿有力量的一面，

发现幼儿不但有力量，而且有创造力，

教师要钻进幼儿的队伍里才能有新认识

与新发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正确认识幼儿天性是教

师走进幼儿世界的前提，而亲自然活动

为幼儿展示和释放天性创造了条件。首

先，教师要多带幼儿接触大自然和大社

会；其次，在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在幼

儿视角理念地引领下，顺应幼儿的天性，

在遵循幼儿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给予幼儿

直接感知、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的活动

机会，还要学会静下心来感受、支持和

理解幼儿的天性，给予适宜的指导和帮

助。通过幼儿视角的师幼互动，让幼儿

在发现自然、探究自然、体验自然的实

践中，培养健全的人格、获得全面、完

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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