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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背景：本学期我们利用“一课 

三研”的教研形式．以省级重点课题 

“景瓷泥塑活动中幼儿 自主创新能力 

的发展研究”为载体进行研究。在观摩 

教学活动的同时．进行相关的观察记 

录。这些记录既是重要的课题材料。也 

为教研提供了素材。以下就是根据一 

位教师观摩大班瓷泥活动 《漂亮的泥 

板》时的记录所进行的研讨。 

教研 目标 ：1．通过研讨 ，从尊重孩 

子学习方式和兴趣出发 ．考虑材料投 

放是否有利于实现泥塑活动的教育 目 

标 2．进一步拓展关于有效的材料投放 

和教师干预的策略。 

教研准备：各位教师已经根据 自 

己课题的研究方向(教师干预、材料投 

放、技能支撑、生活经验和同伴交流等 

几个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听评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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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员 ：专家、园长 A、园长 B、 

全体班长教师 

教研过程： 

一

、 呈现观察记录 

本记录来源于王梅燕教师的大班 

瓷泥活动：《漂亮的泥板》。 

这是一个装饰泥板的活动。活动 

中．一个孩子运用已有的团圆、搓条等 

技能在泥板上装饰 出了许多很好看的 

花纹．但这个孩子的泥板形状不规则， 

教师发现后．对孩子说：“你的花纹装 

饰得很漂亮．但泥板却没有花纹好看， 

你能不能把 泥板 变得更漂亮呢?”孩子 

在听到教师的话后，思考了一下。然后 

用塑料小刀在泥板上画了一圈．并且 

进行 了多次的 形状修 改 ．然后 用小刀 

将 泥板 切 出了 圆形 。孩 子 边切 边说 ： 

“这样．我的泥板就比原来的好看 了 

吧 !” ． 

在另一组 中．一个孩子用笔套在 

泥板上印花纹。印完后 ．他又选择用牙 

刷将笔套的花纹一个一个压掉 接下 

来教师和孩子间进行了这样的对话。 

教师 ：“你为什 么要把花纹都压 

掉?” 

孩子：“这个花纹不好看!” 

教师 ：“不好看的花纹你可以 留 

着，然后在旁边弄其他的花纹 ，有了比 

较．才知道你的花纹好不好看哪 !” 

接着教师用牙刷在孩子的泥板上 

示范花纹。孩子一直默默地看着。不作 

声。 

教师：“如果你不想这样 ，那你也 

可以重新做一块泥板。再进行装饰啊 ! 

你这样压 ．你的泥板就变得不像泥板 

了。 ” 

孩子还是不作声．仍然用牙刷一 

个劲地在泥板上把花纹压掉 ．直到所 

有的花纹都不见了 然后他又重新选 

择辅助材料来刻画花纹 ．教师摸着孩 

子的头说：“那好 。你慢慢做 ，希望你能 

做 出一 个 和 刚 才 不一 样 的泥 板 花 纹 

来。” 

二、初步分析案例 

主持人 ：根据案例 。大家从材料投 

放和教师干预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教师 A：这名幼儿是个特例 ，他的 

行为给我的感觉是 “只是为了探索而 

探索，甚至说是在玩工具(牙刷)，并没 

有目的性。”在这种情况下 。教师干预 

应重在关注他的操作过程 

教师 B：在活动过程中．我发现不 

止一个孩子有这样的行为．用牙刷在 

泥板上刷花纹 我认为材料妨碍了幼 

儿的操作。 

教师 C：这个孩子是用牙刷去装 

饰他 已经装饰好的泥板 ．他在享受这 

个过程。 

教师 D：教师的干预可以从许多 

方面进行 。像教师的表情 、动作 、语言 

等。案例中第一个孩子，教师是用语言 

进行了干预．孩子做出了回应 。而在第 

二个孩子身上这种方法没有效果 我 

认为此时教师可以把牙刷拿掉。 

教师 B：孩子就是在享受那个过 

程 。把它拿掉不好。 

园长 A：我认为教师在选择投放 

材料时应该遵循这一原则 ：适合孩子 

创作的。有助于孩子创作的。不仅如 

此．也要引导孩子学会去选择 自己需 

要的材料进行操作 ．而并非是样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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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都“玩”一遍 

专家：这种现象如果是个例的话，可以让他继续操 

作 ．但如果是普遍的现象，教师则要进行适当的干预。 

这个孩子也许是玩牙刷的经历较少．所以特别感兴趣。 

三、小组讨论探讨干预策略 

主持人：如果是你 ，活动中出现孩子用牙刷把所有 

花纹都压掉 ．你会采取什么回应措施呢? 

教师 E：我觉得可以在孩子做了一块泥板后，让他 

再做一块 ．再去用牙刷进行操作。 

教师 F：案例中前后两个孩子都有教师的干预 ，前 

者在教师的干预下做了回应 ，并有改进。后者并不受教 

师的干预而改变．他依然在享受 自己刷泥板的乐趣，可 

以再给孩子一块泥板 ．让他继续操作。 

园长 B：我非常赞同前面教师的想法 ，既然孩子喜 

欢这种方法 ，教师就应该支持他 ，再给他一块泥板 ，请 

他再次进行创作 ，满足他的兴趣。通过两次操作 ，孩子 

会有所发现，这时教师再进行干预。如问他“你在玩牙 

刷时发现了什么?”这样就能帮助孩子提升经验。 

教师 A：给孩子足够的探索时间，比如在区域活动 

中让他继续去运用牙刷进行探索。 

教师 B：教师要选择合适操作材料进行投放。如果 

材料影响幼JL~'J作．应该避免投放。 

园长 B：刚刚大家说得都很精彩 ，下面请大家看看 

案例中这一段 “一个孩子运用已有的团圆⋯⋯装饰出 

了许多很好看的花纹。但这个孩子的泥板形状不规则 

⋯ ⋯ 你的花纹装饰很漂亮 ．但泥板的形状就没有花纹 

好看。”通过这段文字描述 ，我请大家思考一下 ，此时这 

位孩子的兴趣点在什么上?而教师又关注着什么呢? 

教师 J：孩子的兴趣是在装饰 ，而教师关注的是泥 

板。 

园长 B：对 ．两者关注的内容不同。所以这就是我 

想引起大家思考的地方 ．这时 ，如果是你 ，你将会怎样 

去进行引导? 

教师 D：我会引导孩子去思考 ：“你做的是什么?” 

假设他做的是块“蛋糕”那么就引导他想一想．蛋糕有 

哪些形状的?从而使他去关注自己泥板的形状。 

专家：这位教师的干预语言使用并不适宜。首先她 

否定了孩子的创作 ．教师在教学中应避免这样的话语 ， 

这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我觉得可以给他们提供一 

些照片、图片。引导孩子 自己去发现原来“泥板可以这 

样的”．促使孩子改进自己的创作。 

教师 J：另外通过记录 ，也反映了在集体教学中， 

特别是操作性活动中．个体差异的问题难以得到圆满 

解决。现在一对四十．教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把 

每个孩子都关注到。我认为，在集体教学活动中，这种 

个体差异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在区角里多给孩 

子一点时间。 

专家：所以教师要了解握每个孩子的发展现状，这 

样在教学活动中，能有意识地去多关注这类孩子。也就 

是 ．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应有针对性地去关注、干预那 

些能力发展慢的孩子 

教师 F：碰到这种情况，可以引导孩子之间相互合 

作、分工合作，让幼儿管理幼儿。比如我带大班时开展 

陶泥活动时，每组安排了正、副两位组长，这两位组长 

可以直接起到帮带的作用。当某个孩子没有做好或是 

不会做时．组长可以进行指导。 

园长 A：教师 F的办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利用同 

伴来影响同伴 如果要以完成作品达到某个 目标时，则 

可以由组长来负责．组长提醒其他组员 。特别能力发展 

慢的幼儿 。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怎么做。 

教师 B：这个方法也会存在相应的问题 ．比如一组 

完成一件大作品。由组长做主要的’．其他人做部分(搓 

泥条、泥球等)，组长进行组合。这样的话 ，能力强的孩 

子得到的锻炼就更多．能力会越来越强 ．而能力弱的孩 

子差距会更明显 

园长 B：在大班操作性活动中，怎样去解决个体差 

异的问题 这是集体教学中一个共性问题。教师在教学 

中就应有针对性地、有 目的性地去指导幼儿 ，把握干预 

的时机．通过多种方法如同伴互帮、提供多种材料照顾 

到每一个孩子 

四、总结提升经验 

关于材料投放：1．要按照学习的顺序来投放材料。 

可以根据学习内容难易程度的顺序 ．也可根据幼儿年 

龄特点来投放不同难易程度、不同数量的材料。2．操作 

材料的投放要结合幼儿的实际经验，不能投放之后就 

不管它的效果 教师在准备材料之前就应该设想好幼 

儿会如何用这些材料。3．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要考虑 

材料投放的顺序、材料投放的分量以及材料投放的层 

次性。 

关于教师干预：1．要引导孩子对 自己的作品进行 

评价．要让孩子自己去关注自己的行为．从而使他们在 

泥塑活动的过程中有更好的发展。2，教师要避免负面、 

消极的评价 ，如“你这样的不好看”等。3．教师的干预要 

把握一个宗旨：关注整体。干预的时机应把握好。干预 

的策略不要局限于语言上 ．还可以利用材料进行干预。 

4．解决个体差异的问题 ，可 以采用 同伴互助、教师引 

领 、投放不同材料等策略。 

关于技能支撑 ：1．孩子相应的、缺乏的泥塑技能要 

补齐．可以利用区域活动来进行相关技能的练习。2．技 

能的难度要有递进性，应从易到难。I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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