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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徑、多場景的學習與操作體驗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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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數學教育-怎麼教

幼兒怎麼學

教師怎麼教
◆ 直接感知、親身體驗、實際操作

◆ 做中學、生活中學、遊戲中學

◆ 生活化、遊戲化、操作化

◆ 情境性、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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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數學教育-怎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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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有機融入

教育環境中自然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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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有機融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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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有機融入1

數學不僅僅是一系列抽象的數字和公式，它是一種語言，一種工具，

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它滲透在幼兒生活的方方面面。

讓幼兒在生活中自然快樂地學習數學，教師的教育主導作用應體現

在，通過在日常生活中創設數學學習機會，培養幼兒用數學的方式思考

問題、解決問題。



1.入園簽到中的數學學習 入園是幼兒在園一日生活的開始。我們根據不同年齡段幼

兒的能力水準創設簽到區，有機融入幼兒數學學習的內容。

日常生活中有機融入1

數量

數序 圖形
組合

時間
區間
統計

數字書寫



* 學會看電子鐘，懂得電子鐘上數字、

符號代表的意義。

* 知道兩個數字區間所包含的數。

* 能在一定範圍內進行數字書寫。

* 掌握正確的坐姿和書寫姿勢。

簽到表1

日常生活中有機融入1

簽到表2

* 學會抄寫電子鐘上的時間進行記錄。

* 知道自己在班級的入園排名，並關注自

己的名次先後。

不同梯度的高班簽到活動 簽到表3

* 判斷自己遲到與否，並用√或× 的符號進行記錄。

* 用統計的方法記錄遲到與否的人數，並進行比較。

* 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為達成目標感到高興。

簽到表4

* 嘗試看機械鐘，並根據自己的能力水準選擇

適宜的方式進行進行時間記錄。

* 根據機械鐘記錄入園時間並嘗試書寫

自己的姓名。

簽到表5



日常生活中有機融入1

◆ 根據入區牌數量自主入區

2.自主早點中的數學學習

◆ 記錄自己點心的時間

◆ 統計點心進食情況

3.分餐過程中的數學學習

折毛巾
對號分碗碟
根據人數分筷子、勺子

◆ 辨認號數
◆ 一一對應
◆ 二等分、四等分
◆ 按群計數……

4.值日生記錄中的數學學習

◆ 學習看日曆

◆ 統計一個月晴雨情況

5.種植活動中的數學學習

◆多種方式測量並記錄植物的高度

軟尺測量

直尺測量

竹竿+尺子測量



日常生活中有機融入1

飲水活動中的數學學習 午休活動中的數學學習

統計自己一天的進水量 睡前分類擺放個人物品

身高比較中的數學學習

我長高啦！

我比你高！

生活中的數學無處不在

在數學認知的過程中，教師要融入一日活動皆課程的理念，把兒童的數學學習活動置於有意義的、真實

的日常生活情境中。



區域遊戲中指導推進2

http://www.shangwuppt.com/


區域遊戲中指導推進2

幼兒數學發展的差異表現為發展的快慢、發展水準的高低、學習風格

的不同以及情緒體驗的差異等，教師要讓幼兒在數學學習中獲得成功和自

信的體驗，這對於他們進入小學是非常必要的經驗。

而區域活動操作化、遊戲化、個別化的特點恰恰滿足了幼兒數學學習

的需要。教師將數學核心經驗的學習、鞏固和拓展融入遊戲的材料和玩法

之中，通過反覆的嘗試、操作、探索，在寬鬆的氛圍中積累數學經驗。



區域遊戲中指導推進2

創設情境，把握遊戲所蘊含的關鍵經驗

觀察行為，理解幼兒學習與發展的差異

提供支架，調整材料、玩法及介入方式

教師要做的：



系統教學中梳理提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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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教學中梳理提升3

幼兒數學的學習有賴於同伴之間互相的經驗交流，同時還需要教師統

一指導下的經驗提升，而主題活動和集體教學這兩種實施路徑，可以讓幼

兒在教師有目的地系統指導下，幫助他們更準確、更深入地學習數學，並

且用數學的經驗來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以主題活動“哪條樓梯近”為例



以主題活動“哪條樓梯近”為例

孩子們發現幼稚園有4條樓梯，每條樓梯都能到達自己的班級。走哪條樓梯可以更快到達班級呢？孩子們的

探索活動由此展開……

每個樓梯都可以到達中一班，走哪條樓
梯最快呢？先來猜一猜吧。

尋找最短路線

哪條樓梯是最近的？
可以用哪些辦法來測量呢？

手拉手測量

卷尺測量

走路數數

碼錶計時



手拉手測量

碼錶計時

尺子測量

走路數數

以主題活動“哪條樓梯近”為例

測量結果



師：為甚麼走路和其他方式的結果不一樣呢？

幼：會不會是我們數錯了？

師：那要怎麼數才是正確的呢？

幼：每一步都要走的一樣大，走一步數一個數字，這樣才正確。

師：要怎麼才能讓大家都走一樣大的步呢？

幼：每一步都要腳後跟碰腳尖，這樣的話每一步都會一樣大了。

師：那我們一起來試試吧。

以主題活動“哪條樓梯近”為例

為甚麼結果不同？



以主題活動“哪條樓梯近”為例

手拉手測量

碼錶計時

尺子測量

走路數數

一號
樓梯

瞧！這是我們數數的最終結果，最快到達中一班的樓梯是：



1.數學活動內容源於幼兒生活中的真問題

2.活動過程引發幼兒自主學習、反思調整

3.多元指導策略助推幼兒獲得有益的核心經驗

4.注重幼兒遷移和運用經驗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小結



教育環境中自然滲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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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是無聲的教師，它是幼稚園教育非常重要的基本元素，會潛

移默化地影響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幼兒。幼兒學習與生活的空間，也

隱藏著許多數學的秘密。在一日生活中，幼兒在與環境的對話中自然

而然地發現了數學的秘密，感受到數學的魅力，也體驗到數學的有用

和有趣。

教育環境中自然滲透4



教育環境中自然滲透4

遊戲材料櫃對應標識

根據標識把材料送回家

設計中隱含規律

自製特殊時鐘

圖文並茂呈現一日生活時
間安排

直觀呈現5分鐘、10分鐘、
一刻鐘的關係

時間公約

自主約定完成每項任務的
時間

遊戲記錄本存放櫃

按區間規放物品材料

積木區材料類型標記

分類整理遊戲材料

閱讀區的數學繪本

隨時閱讀激發對數學的興趣

跳繩挑戰榜

畢業倒計時牌



幼兒數學教育-實踐要點



遵循“始於動作”與“促進思維”相統一

支持幼兒通過動手操作材

料、用數學語言來描述事

物。不應是僅限於操作的

“啞巴數學”。

支持幼兒通過實物經驗、

符號、語言、圖畫來體驗

和描述數學，促進幼兒數

學思維發展。

倡導“手腦並用”

提倡“多元表徵”



強調“學數學”和“用數學”相統一

創設豐富的環境，支持幼兒在

有意義的、真實的生活情景中

學習數學。

基於“情境教學” 實施“整合教學”

支持幼兒遷移經驗，用數學的

知識來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感知生活中數學的有用和有趣。



倡導“分層規劃”及“教、學、評”相統一

➢ 教師的伴隨式評價貫穿始終！！

場景導入
連接舊經驗

03

01
02

探究學習
理解新概念

實踐應用
解決真問題

04

交流評價
描述真經驗



倡導“分層規劃”及“教、學、評”相統一

連接相關核心經驗

前一階段 核心經驗發展階段 下一階段

連接真實情境



結語

獨特的節奏

數學自信

內在建構

成長的階梯

有堅守規律的勇氣！



結語

每個運算都蘊含

一個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