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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解读)中明确指出：“幼儿的学习与发展是在一日生活中进行的,

要珍视幼儿一日生活的独特价值。”在学龄前阶段,幼儿生活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他们的学习是在生

活、交往、探究等活动中发生着、进行着。我们要珍视幼儿一日生活的独特价值,让每个孩子都能愉快地

游戏、主动地探索、快乐的成长。幼儿园应重视一日生活的每一个环节的组织与安排,这样不仅能为幼儿

提供一个安全、宽松、自主的环境,还能够很好地避免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教师还应努力挖掘一日生活

各环节中所蕴含的学习与发展契机,尊重幼儿的权利、学习与发展的规律,全面支持幼儿的学习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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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 to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for Children Aged 3-6” (interpretation) clearly states: “Children’s 

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are carried out in one-day life, so it is necessary to cherish its unique value.” In the 

pre-school stage,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life is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their learning occurs and proceeds in life, 

communication, exploration and other activities. We should cherish the unique value of children’s one-day life, so 

that each child can enjoy the game, actively explore, and happy growth. Kindergarten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each link of one-day life, which can not only provide a safe, relaxed and 

autonomous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but also avoid the tendenc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toward primary degree. 

Teachers should also strive to tap th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contained in all aspects of one-day life, 

respect children’s right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rules, and fully support children’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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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一日活动组织与安排对幼儿

的发展有着特殊作用,其有效性和适宜性

问题将直接影响着幼儿园整体的保教质

量。《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实施

原则中也明确指出幼儿园要创设丰富的

教育环境,合理安排幼儿的一日生活,

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

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然后通过

幼儿的表征方式来呈现幼儿的生活和学

习过程[1]。但现阶段在我园的教学环境呈

现中,仍然存在教师动手环创的东西,缺

少幼儿学习过程性幼儿的表征。很多教师

也知道,幼儿园的教学环境要凸显幼儿为

主体,但一旦到了表征的时候,老师又成

为了教学环境创设的主体,孩子表征性的

东西少之又少,由此可见老师们对幼儿表

征的认知和理解是比较缺乏的。 

1 直视儿童视角认知幼儿表征 

随着幼儿教育的不断发展,促使幼

儿全面发展成为了幼儿教育中的核心目

标。所以幼儿表征能力也成为了教育的

重点培养项目之一。虽然在当前幼儿教

育中,教师对幼儿的表征能力培养已经

有了一些认识,但真正在实践的时候却

仍然未做到以儿童的视角来展现出幼儿

生活学习过程性的表征。主要方面还是因

为教师对幼儿的表征缺乏认知和理解,幼

儿产生表征的能力是逐步发展的,从简单

的模仿慢慢转移至较精致的扮演及简单

的线条画、绘画和模型制作的产生,当幼

儿的表征能力得到发展时,他们也就能够

写简单的字了,只有读懂幼儿不同年龄阶

段的特点,才能深入认知幼儿的表征。 

2 幼儿表征能力的培养 

幼儿的表征能力是幼儿在实际生活

中认识和感知社会现象的基础能力,其对

幼儿未来的发展和成长起到至关重要的

影响作用。但目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较少

关注到幼儿个人思维的发展和情感的表

达,将教学内容传达给幼儿的方式较多,

缺少的幼儿表征,限制了幼儿的发展,也

是教师在专业领域里面的一大卡点[2]。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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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培养幼儿的表征能力显得特别的重要。 

幼儿表征能力的培养首先咱们要了

解幼儿的年龄特点,不同年龄阶段的孩

子有不同的认知和不同的表征方式,例

如小班的孩子认知能力较弱,幼儿的心

智尚不成熟,所以外在的表现比较幼稚,

幼儿的图像表征相对非常的幼稚,小班

幼儿具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同时幼儿

在日常生活中对新鲜事物有较强的好奇

心,幼儿在表达时会建立在已有经验的

基础上,小班幼儿的表征具有生活特点,

多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所见和所认知,

由于小班幼儿想象力丰富,思维缺乏逻辑,

让人感觉跳跃又天马行空,想到什么说什

么,完成没有成人所感觉的关键词的关联

性,所以小班幼儿的表征会以歌曲、舞蹈

及角色表演,语言等来表征这个世界。例

如老师在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然后通过

手偶演示给幼儿,然后再将手偶投放在语

言区,幼儿就会模仿老师的动作及语言通

过角色扮演给演出来,这个“演”的过程

就是表征,中班的幼儿比小班幼儿表征方

式开始变得更多了,如绘画、模型制作、

积木建构、歌曲、舞蹈及语言等来表征这

个世界。大班的幼儿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

大班幼儿已经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语言

表达也具有一定的条理性,认知范围变得

越来广,随着幼儿能力的增长,幼儿从语

言表达到透过自己的动手,其连贯性,计

划性都能得以彰显。表征的方式变得不再

单一,例如：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设计+自

己的绘画+自己书写的字+自己的计划,可

以看出其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过程。幼

儿以这些实质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体验,

也正是用精神上的方式来表征其体验的

能力。在皮亚杰的理论中,这种形成心像

的能力将与其他的推理程序结合,产生象

征性及创造性思考的成人能力。 

在安排表征活动时,幼儿产生的诠释

及产生表征的能力是逐步发展的,从正在

进行的活动的具体表征或 近的经验开

始,然后慢慢转移至对过去或未来经验的

较抽象、符号式的表征。鼓励幼儿在计划

时间或回想时间去表征,并且整天都提供

各式各样可供作表征的材料及媒介。幼儿

通过角色扮演,在幼儿身边与他们一起画

线条画、彩绘、堆积木,及对他们的表征

提出问题等方式,来鼓励幼儿增加其表征

能力的复杂度[3]。在与幼儿一起玩时,通

常的表征方式有：过声音、触感、味道及

其为来辩识物体；通过动作和声音；通过

实物、实地及相关联的图画、相片及模型；

通过角色扮演；通过绘画的方式；通过口

述和计划的方式。 

鼓励幼儿多种形式的主题表征,并迁

移、拓展到生活中。在幼儿喜欢的主题实

施中,幼儿始终是参与者。主题开展前幼

儿经验的引领,对主题的理解、认识来源

于幼儿各种形式的收集,如文字类的、记

录表式、照片等方式方法,来了解主题的

大概学习经验；开展中师幼的互动、分享,

提升了幼儿对主题的理解、认识；开展

主题后的拓展更能培养幼儿的学习欲望

等多种良好的学习品质。当幼儿在亲子

合作表征中了解主题的前期经验,或零

散的知识含量后,教师要对幼儿的知识

含量做一个系统的规划、精准的部署,让

幼儿在已有经验中提升,这才是课程实

施中幼儿真实的发展。如大班主题“水

的秘密”中,幼儿在亲子合作表征中收集

了很多关于水的秘密,有了很多零散的水

的知识,教师就不必再去教学关于水的知

识了,而是为幼儿梳理水的秘密的系统知

识,拓展幼儿对水的认识,培养保护水资

源的意识。在主题开展中,教师预设主题

脉络,引导幼儿去思考“水是哪里来的”

“水有什么用”“我观察、我发现——水

的实验”,到“保护水资源”等几个幼儿

感兴趣的点去梳理“水的秘密”。要利用

幼儿的兴趣、需求点,师幼合作表征该主

题的学习。如,让幼儿用画的形式表征水

是哪里来的,保护水资源等；用记录表的

形式表征水的实验；用交流、区域游戏等

形式表征水的作用、水的实验等。 

合理开展多元化评价幼儿的主题表

征。在幼儿的主题表征中,体现了幼儿年

龄特色的表达方式,教师、家长都不可以

站在成人的角度去评价画得像不像、看

不看得懂,而是要静静地听幼儿表达自

己所要表达的意思,并给予肯定和赞扬,

让幼儿在自己的主题表征中提升自己对

主题的理解、经验的拓展等[4]。因此在

评价幼儿主题表征中,要多元化评价,要

以幼儿的表征愿望和背后想法为主,关

注幼儿表征手法的个别差异,多加鼓励

并适时给予建议。当然,在幼儿的表征中,

重要的是鼓励幼儿自主性评价,认识

自己的表征与该主题的相符之处,也接

纳自己表征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为后续

的表征做建议性的学习提升。 

3 幼儿表征的运用 

幼儿对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是有能力做

决定并解决问题的,因此,教师对幼儿的引

导至关重要。我们要为幼儿提供表征计划

的时间,在幼儿还不会书写的前提下让幼

儿学会各种记号,通过记号来做计划板。鼓

励幼儿将他们的计划呈现在空白的计划纸

上。我们为幼儿提供表征的工作时间,鼓励

幼儿角色扮演,鼓励幼儿通过操作材料来

“发展”他们的画,鼓励幼儿画下来并将其

对画的说明写下来,包括相机将幼儿在工

作的时间所进行的活动拍下来,并使用这

些照片与幼儿一起讨论他们在活动进行时

所表征的实物,还可以透过外出参观让幼儿

进入角色扮演。我们为幼儿提供表征的回想

时间,为幼儿安排小组时间和团体时间,其

中幼儿在模仿别人的动作,就是幼儿在团

体时间非常喜欢玩的一种表征性的活动。 

4 结束语 

直视儿童视角幼儿的表征,培养幼

儿表征的能力,运用好幼儿的表征在幼

儿教育中是非常重要的教学手段,教师

应加强对幼儿表征的认知和理解,培养

幼儿的表征能力,让幼儿园的教学环境

成为幼儿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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