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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游戏是幼儿的天性$是幼儿成长发展的需要&幼儿园教育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寓教育于幼儿的生活'游戏活动中&

农村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丰厚的传统幼儿游戏资源$将这些传统游戏应用于幼儿数学教育活动$达成幼儿数学认知目

标$是将幼儿数学教育寓幼儿游戏活动路径的有益探索$在农村幼儿园现有条件下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关键词!幼儿数学认知目标!农村幼儿园!传统幼儿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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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1将幼儿园的教育

内容划分为*健康+*社会+*语言+*科学+*艺术+五个

领域$在科学领域明确指出$幼儿数学教育的目标是

使幼儿*能从生活和游戏中感受事物的数量关系并

体验到数学的重要和有趣+

,

#

-

&0

%@C

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1将幼儿数学教育目标细化为*初步感知

生活中数学的有用和有趣+*感知和理解数'量及数

量关系+*感知形状与空间关系+三个方面,

!

-

&那么$

我们如何在幼儿园教育实践中进行数学教育$达成

幼儿数学教育目标呢2

约翰3杜威强调儿童教育应来源于儿童的生

活$他在0我的教育信条1中指出%*儿童自己的本能

和能力为一切教育提供了素材$并指出了教育的起

点&如果教育者的努力不与儿童主动而独立进行的

一些活动联系起来$那么$教育就会变成外来的压力

和压迫&这样的教育固然可能产生一些外在的效

果$但鲜能称之为教育&+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1提出$幼儿教育活动内容的组织应*注重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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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杨万柱$毕彩云%传统幼儿游戏在农村幼儿数学教育活动中的应用与价值

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于生活'游戏之中+$教师

要*善于发现幼儿感兴趣的事物'游戏和偶发事件中

所隐含的教育价值$把握时机$积极引导+

,

#

-

&这一

点在幼儿数学教育活动中尤为重要&由于数学自身

的特性和幼儿思维的特点$更需要在生活'游戏的真

实情境中$让幼儿感知和理解数'量及数量关系$感

知形状与空间关系$感知和体验生活中数学的有用

和有趣&可见$在游戏中进行数学教育是一条重要

的幼儿数学教育途径&

寓数学教育于游戏$将游戏作为幼儿数学教育的

方法和手段$要求幼儿教师具有开发组织游戏$在幼

儿游戏活动中把握教育契机$适时引导$将外在的教

育要求内化为幼儿的内在需要$从而在幼儿积极主

动'轻松快乐的游戏过程中*不露声色+地实现数学教

育目标的专业能力&这在专业教师相对匮乏'学前教

育理念相对落后的农村幼儿园是个不小的挑战&

一"农村幼儿数学教育活动现状分析

由于工作原因$笔者经常到当地乡镇幼儿园考

察指导$感到农村幼儿园数学教育现状不尽如人意&

教师进行数学教育的最主要途径是集体教学活动$

活动中老师们利用卡片教幼儿认识数字'图形$用小

玩具'小食品或图片模拟生活情境学习数量关系和

空间关系&这些活动表面上热闹$实际上是以图片'

物品等表象为中介$在虚拟的情境中进行的数学练

习$脱离幼儿的生活经验$幼儿丧失了主体地位$体

验不到游戏的快乐和兴奋$又怎能*感知生活中数学

的有用和有趣+*体验解决问题的乐趣+呢2 更有甚

者$一些幼儿园教师在黑板前边写边讲$完全是小学

化的教育模式&幼儿园每天也开展一定时间的幼儿

自主游戏$但在活动中$教师'幼儿互不相干$幼儿玩

得不亦乐乎$教师置身其外$没有观察指导$更没有

把握时机渗透数学教育$浪费了大量教育契机&

很多教师认为幼儿园经费不足$设施设备有限$

没有专门的游戏场地$没有多媒体设施$没钱买足够

的玩具$无法组织丰富多彩的幼儿游戏$更罔谈在游

戏中进行数学教育&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主

要还在于农村幼儿教师对游戏的理解过于偏狭$更

认识不到农村幼儿园的特点及优势$在现有条件下

无法组织有效的蕴含数学学习的游戏活动&在这

里$*寓教育于生活'游戏+是打了大折扣的&

二"传统幼儿游戏在农村幼儿数学教育

活动中的应用

农村幼儿园有广阔的室外空间$农村有丰富的

自然资源$有丰厚的传统幼儿游戏资源$这些得天独

厚的资源蕴藏着大量的教育契机$是活的教材&关

键在于怎样利用这些资源$让幼儿真正从生活和游

戏中感知数学$学习数学&为此$笔者和某乡镇幼儿

园的部分教师一起$挖掘'改编了当地一些传统幼儿

游戏$充分利用农村自然资源$做了一些探索性实

验$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也反思了诸多问题&现选

取几个活动案例分析说明&

活动案例一

实验班级&中班!幼儿
%"

多人!教师
!

人(

数学认知目标&

#?

能通过数数比较两组物体的多少+

!?

能借助实物理解数与数之间的关系!如
B

比

%

多
!

+

%?

借助实际情境和操作实物理解'减)的实际意

义!进行
B

以内的减法运算+

&?

感知和体会事物与数的关系!体验用数学解

决问题的乐趣(

游戏&投沙包

原游戏活动&教室内放一塑料桶!桶前
!

米处画

一红线!小朋友排成一列于红线处依次向桶内投掷

沙包!循环进行(

为达成数学认知目标!把幼儿
B@C

人一组分成

C

组!依次进行(每组幼儿站成一行!每人分得
B

个

沙包!幼儿前
!

米处各放置
#

个塑料桶!每人一次投

一个沙包!连续投
B

次(投掷结束!请小朋友数一数

投进了几个!落到桶外几个, 对小朋友提出表扬后!

提出如下问题&与自己相邻的小朋友比一比谁投进

得多, 多几个, 组内哪个小朋友投进得最多,

该游戏室内*室外皆宜(室内活动时!可与其他

活动交替进行!尽量减少小朋友等待时间(如室外

活动!每位教师组织指导
%

组!同时进行!可在地上

画圆代替塑料桶!沙包用废旧布料和玉米粒由教师

或幼儿家长自行缝制(

本游戏活动也适宜大班幼儿!可增加幼儿投掷

沙包数量!数学问题可根据活动情况灵活设定(教

师要注意观察学生点数和运算情况!及时引导(

活动案例二

实验班级&大班!幼儿
%"

多人!教师
!

人(

数学认知目标&

#?

能比较两组物体的多少+

!?

能通过实际情境和操作实物理解'加)的实际

意义!进行加法运算+

%?

感知和体会事物与数的关系!体验用数学解

决问题的乐趣(

游戏&夹豆豆

原游戏活动&课桌上放一浅底竹筐!筐内混杂花

生*玉米*黄豆等大粒粮食若干!

B@C

个小朋友围成

一圈!各自用筷子'夹豆豆)!夹出放在自己的小塑料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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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内(

为达成数学认知目标!将全班小朋友分成
C

组!

每组
B@C

人!每位教师组织指导
%

组('夹豆豆)

#"

分钟后!请小朋友把自己碗内的花生*玉米*黄豆分

堆放置!数一数分别有几粒, 对小朋友提出表扬后!

提出如下问题&算一算自己一共'夹)出几粒粮食,

组里哪位小朋友'夹)得最多,

该游戏大班*中班皆宜!室内进行!教师要注意

观察指导幼儿运算情况(

活动案例三

实验班级&大班!幼儿
%"

多人!教师
!

人(

数学认知目标&

#?

能用数词描述事物的排列顺序+

!?

能通过实际情境和操作实物理解'加)和'减)

的实际意义!并能进行
#"

以内加*减法运算+

%?

感知和体会事物与数的关系!体验数学的有

用和有趣(

游戏&赢杏核

游戏场地和材料&室外硬化地面或平整瓷实的

泥土地面!光滑干杏核若干(

原游戏活动&每个小朋友自备
B

粒杏核!

%

人一

组!每人拿出
!

粒归公(按'剪子*包袱*锤)的法则

确定先后顺序!第一位小朋友先将归公的
C

粒杏核

双手捧住撒向地面!杏核无规则地排列!自选两杏核

并在两杏核之间象征性地画线!轻弹其中一粒去击

另一粒!如击中又没有碰撞其它杏核!则赢得被击中

的杏核!继续进行+如未击中或碰撞了其它杏核!由

下一个小朋友弹(直到归公的杏核被全部赢走!再

进行下一轮游戏(

为达成数学认知目标!确定玩耍顺序后让各组

幼儿分别报告自己的出场名次!活动到一定时机时!

教师引导幼儿数一数各自兜中有几粒杏核!想一想

是赢了还是输了!再算一算赢或输了几粒,

活动案例四

实验班级&大班!幼儿
%"

多人!教师
!

人(

数学认知目标&

#?

在实际情境中理解'一半)的意义+

!?

感知体验'等分)的含义(

游戏&老鹰抓小鸡

活动规则&幼儿
#"

人一组!一名老师扮老鹰!幼

儿扮母鸡和小鸡!老鹰捉到一只小鸡就送到事先划

好的'圈里)'关)起来!捉够'一半)小鸡时就换另一

组玩(由另一名教师组织引导场外等候的幼儿!点

数被捉幼儿数量!确定何时换组玩耍(

该游戏大班*中班皆宜!室外进行(

活动案例五

实验班级&大班!幼儿
%"

多人!教师
!

人(

数学认知目标&

#?

通过游戏探索并记录
B

的组成形式!掌握
B

的分合式+

!?

在实际情境中体会'总数)和'部分数)之间的

关系$

%

%

(

游戏&抢凳子

原游戏活动&几个小朋友一组!把几个凳子"比

小朋友人数少#摆放成一圈!小朋友边听音乐边绕凳

子行走!音乐停即抢凳子坐下!未抢到凳子的幼儿表

演节目(

为达成数学认知目标!选
#"

名幼儿!

B

人一组

分成
!

组!每组玩一次(第一次
B

个小朋友抢
&

个

凳子!引导幼儿分析思考
B

个小朋友分成了哪两部

分, 写出
B

可以分成
#

和
&

*

B

可以分成
&

和
#

两个

分合式+第二次
B

个小朋友抢
%

个凳子!得到
B

可以

分成
!

和
%

*

B

可以分成
%

和
!

两个分合式(

为增加游戏的趣味性!可以融入'老狼老狼几点

了)游戏!教师带领
B

名幼儿绕凳子转!幼儿问'老狼

老狼几点了)!当教师回答'天黑了)时!'老狼)开始

抓'小羊)!'小羊)抢凳子坐下(

活动案例六

实验班级&中班!幼儿
%"

人!教师
!

人(

数学认知目标&

#?

复习巩固对平面图形特征的认识+

!?

能根据平面图形的特征将图形分类+

%?

能按图形的大小排序(

游戏&过家家

为达成数学认知目标!教师把幼儿自由组合家

庭的过程作了如下变动&事先准备好大小*形状*颜

色各不相同的平面图形模型
%"

个!包括圆*三角形*

长方形*正方形*梯形五种类型各
C

个!放入封闭纸

箱内!每个幼儿各模一个模型!自己找持有同类图形

的小朋友组合为一'家)!每个家庭的幼儿再按模型

从大到小排成一列!依次分任不同的角色(比如排

在最前面的男幼儿扮爸爸!排在最前面的女幼儿扮

妈妈!排在后面的幼儿扮孩子!分别进入不同区角开

始过家家游戏活动(

该活动也可在大班进行!将模型改为立体图形

即可(

此外!小班幼儿数学认知目标较少!可通过拍皮

球*踢毽子"可系上绳子用手拎着踢#*两人对拍手掌

等传统游戏!边动作边数数!练习手口一致地点数*

学习用数词描述事物或动作(

三"传统幼儿游戏在农村幼儿数学教育

活动中的价值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认真反思总结$愈发感到开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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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农村传统幼儿游戏的重要价值&

"

#

#在这些活动中$幼儿体验的是游戏而非单纯

的数学学习$他们热情高涨$积极参与$数学认知目

标达成较好$实现了让幼儿在生活'游戏的真实情境

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验数学$学习数学的目的&

在幼儿自主玩耍的游戏活动中渗透数学认知目标$

使教师主导的集体数学教育活动游戏化$这是对*幼

儿园教育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实施路径的有益探索&

"

!

#农村传统幼儿游戏规则灵活$问题设定自

由$可塑性强$为教师对游戏的进一步挖掘利用提供

了可能&教师可根据幼儿活动情况和教育目标$在

传统游戏的基础上改编或开发一些趣味性更强更适

宜融入数学认知目标的游戏活动$使这些传统幼儿

游戏真正成为农村幼儿教育的活教材&

"

%

#农村传统幼儿游戏简单易学'趣味性强'对

场地要求简单$玩具大都可以利用农村自然资源和

废旧物品自制$投入少作用大$非常适合农村学前教

育实际&

"

&

#农村传统幼儿游戏多在室外进行$适宜多名

幼儿合作完成$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幼儿室内活动

时间$把幼儿从狭隘封闭的室内拉到室外广阔的自

由空间$使幼儿从*孤芳自赏+式的独自活动转入到

群体活动中来$可蹦可跳$可欢可叫$有合作有竞争$

对幼儿的合作意识'规则意识'竞争意识等社会发展

目标的实现有深远的意义&

"

B

#幼儿数学教育的最主要目标是通过感知和

体验培养幼儿对数学知识和数学活动的兴趣和好奇

心$而不是掌握系统的数学知识&相比于专门的数

学教学活动$这些融合数学教育的游戏活动更适宜

于体验和感知$可以有效地纠正农村幼儿数学教育

的小学化倾向&

C?

农村传统幼儿游戏种类繁多$花样百出$很多

游戏更适于融入语言'健康'社会等领域的教育目

标$在这些领域有更广阔的开发利用空间&当今幼

儿园课程发展趋于整合化'主题化$开发利用这些传

统游戏$整合多领域教育目标$进行主题化设计$不

失为一条可以试验的新路子&比如在我国北方农村

广受欢迎的跳房子游戏$就可以整合成为融健康'社

会'数学等多领域目标为一体的主题游戏活动&

四"应用传统幼儿游戏进行数学教育活

动的策略探析

不可回避的是$我们在实践中也遇到了许多问

题$经过认真总结反思$认为在应用传统幼儿游戏进

行数学教育活动时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

#

#在活动中要正确把握数学认知目标与游戏

活动的关系&幼儿期是人类成长过程的一个独立阶

段$有着不同于成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游戏是

幼儿的*现实生活+

,

&

-

$幼儿只有在真实的游戏活动

中才会全身心的投入&我们在幼儿游戏中嵌入的教

育目标是服从于游戏活动本身的$是从属的$不能破

坏游戏的完整和真实&只有如此$幼儿才感受不到

*压力和压迫+$才能实现游戏对于幼儿的教育价值$

而非仅仅教育的手段和媒介&

"

!

#在活动中要正确把握教师与幼儿的关系&

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游戏的教育功效$教师在指导幼

儿掌握游戏规则后$要放手把主场交给幼儿$让幼儿

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玩耍'学习&同时教师要精于

观察$善于寻找合适的介入时机$自然而然地提出问

题$耐心倾听幼儿回答$热情地给于引导和鼓励&

"

%

#由于种种社会原因$现在农村幼儿偏少$孩

子们在家中很难找到几个同龄玩伴$多沉迷于电视

和网络$玩耍这些传统游戏的机会较少&教师在组

织活动时不要急于求成$要给幼儿充分的游戏练习

时间$耐心指导$热情帮助&事实证明$较之电视和

网络$这些多玩伴合作游戏有更大的吸引力&

"

&

#活动中幼儿人数多$个体差异大$教师要兼

顾每一个幼儿$掌握所有孩子的目标达成情况$往往

不能按预定时间完成活动计划!再者$有时幼儿兴趣

高昂$欲罢不能$如强行终止活动$势必打击幼儿的

积极性&因此教师要根据幼儿活动情况适时变动时

间安排$保证活动顺利完成$保护幼儿的积极性&

"

B

#由于活动中小朋友*输赢+各异$解决问题时

的*算式+也就各不相同$如有的是*

$@B

"

$

减
B

#+$

有的是*

B@!

"

B

减
!

#+$教师要认真观察'适时询问$

及时记录每一次活动中小朋友的目标达成情况$建

立幼儿数学发展档案$以便*因人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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