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粉红塔与思维能力
□ 祝冬梅

家有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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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 总是感叹陪孩子玩的时间
太少，但是仔细想想，当孩子要求我们一
起玩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 是不是经常
只是把手机递过去， 就匆匆推开满怀期
待的孩子？ 还是苦思冥想也想不出该和
孩子玩点什么？

怎么玩才有意义？ 其实， 玩并不复
杂，只要你与孩子平行，用心投入，游戏
也就变得丰富简单起来。

记得女儿在幼儿园大班时， 一天带
她去看正在读高中的表哥， 当时恰好表
哥去吃饭了， 我便和女儿在教室门口等
候。 教室门口有一张课桌，课桌的右上角
粘了一支弹簧笔，一压一松，笔开始左右
摇摆，女儿一看，好玩，也学着我的样子
弹了起来。 刚弹了两次，女儿就猛地叫起
来：“呀，它会左右摇摆！ ”作为家长，发现
孩子能在玩中表达时， 一定要给予肯定
和鼓励：“真棒，你发现了弹簧笔会摇摆，
而且是‘左右摇摆’，再看看，还有其他发
现吗？ ”女儿想了想，便尝试从不同方向
压放， 接着又像发现了新大陆似地说：
“妈妈， 我发现弹簧笔还可以 ‘前后摇
摆’。 ”由此可见，女儿对“前后左右”的概
念界定已经非常清晰，不需要多作解释，
那么就让探究继续下去吧， 于是我问：
“你是怎么让它前后摇摆的呢？ ”“只要往
我自己这边压，它就会前后摇摆，往左边
摇就左右摇摆。 哦，我发现，往右边压也
可以左右摇摆。 ”这时，我不得不打心底
佩服孩子的观察与总结能力。

接着，我和女儿的兴致更浓了，于是
决定来比比谁让笔摇摆的时间更长。在多
次比赛后，女儿又有了新发现：用力的大
小决定了摇摆时间的长短，“妈妈，把笔压
得越低，松得越快，笔摇晃的时间越长。 ”
通过一个小环节，孩子不仅积累了大小和
长短的词语，同时理解了力的大小和时间
长短的关系，还接受了力的物理学概念启
蒙，没有丝毫的说教和灌输，只是用一支
笔来度过等待的时间，就使孩子不知不觉
中积累了词语、理解了意思、明白了道理，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好的案例。

可是，游戏还没有结束，它还有第三
个环节。 我轻轻哼到：“你看，弹簧笔，真
会弹，好像摇摇摆摆的不倒翁。 ”女儿也
开始学样：“弹簧笔，好像在和我点头；弹
簧笔， 好像被大风吹得东倒西歪的小树
……”我笑笑，接着说：“弹簧笔，真会弹，
好像不停画半圆。 ”女儿也不示弱：“弹簧
笔， 真会弹， 好像不知道累的舞蹈演员
……” 太惊奇了， 孩子的想象力被激活
了， 孩子的语言组织以及表达能力在不
断地成长和丰满，最后押韵句的出现，着
实让我刮目相看。

一个简单的陪伴和引导，可以让孩子
在快乐的游戏中健康成长。 我不禁感叹：
原来润物真的可以细无声啊。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金华市环城幼儿园）

如何与孩子一起玩

新接手一个小班，每次接班后 ，我都
会从家长那里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孩子
的情况。 可这次，我听到家长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是 ： “我们家孩子就爱戴 ‘高帽
子’！ ”这里的“高帽子”既不是厨师叔叔
的工作帽，也不是万圣节的装饰帽，而是
一句形象的俗语 ，意思是 “说好话 、多表
扬”。看来，我们在教育学中常说的“正面
教育法” 已经在家庭教育中得到广泛运
用了。

为了让孩子们尽快适应幼儿园生活，
建立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身为教师的
我准备了不少“高帽子”。 有清楚的语言表
述：“宝宝不哭了，真棒！ ”“老师喜欢自己
吃饭的宝宝！ ”；有亲昵的肢体接触：摸摸
小脑袋、抱抱乖宝宝。 不过，最受欢迎的
“高帽子”当属红红的五角星贴纸，有的家
长还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聪明星”！ 很
多孩子都把老师奖励的“聪明星”小心地
贴在胸前，得意地展示给爸爸妈妈看！ 渐
渐地，我发觉：孩子们因为“高帽子”而高
兴，大人们却因为“高帽子”而平添了一些
烦恼……

见者有份的“高帽子”

小涵在家一直是由奶奶喂饭。 上幼儿
园后，她也不愿自己动手握勺吃饭，常常

一动不动地坐着。 那一天，老师的“聪明
星”没有发给她。 小涵奶奶拉着孙女问老
师：“小涵不高兴，大家都有‘聪明星’，她
没有！ ”老师解释说：“今天的‘聪明星’只
发给自己动手吃饭而且全都吃完的宝宝，
小涵的‘聪明星’藏在老师这里，等明天她
吃饭有进步，‘聪明星’就和她交朋友了！ ”
“啊？ 这个不应该是人人都有吗？ ”奶奶脸
上有些不悦，悻悻地走了。

虽然奶奶没有听懂老师的意思，但是
小涵听懂了。 第二天，小涵进步明显，她握
勺的动作虽然还有些笨拙，但的确自己一
勺一勺地把饭吃光了！ 老师看到后及时地
给小涵送上“聪明星”，她开心极了！

挡住眼睛的“高帽子”

小武是个精力充沛的男孩，无论在家
还是在园都显得调皮又好动。 为此，奶奶
说：“我是管不了他了。 ”妈妈说：“这个孩
子就爱听好话，每次不听话，我只要一说
‘小武最乖’，他就不闹了。 ”

老师说：“小武把丁丁书上的图片都
撕下来了，应该让他和老师一起补书。 ”小
武妈妈看见， 又拿出法宝：“小武最乖，以
后还撕不撕？ ”小武甩开妈妈的手，飞快地
跑开了。 妈妈很烦恼：“老师，这孩子怎么
这样？ ”

老师打趣说：“你给的‘高帽子 ’太大
了，不合适，挡住小武的眼睛了。 ”是呀，
“高帽子” 是用来肯定孩子的正确行为，
帮助孩子树立自信的。 可小武妈妈的“高
帽子”更像是“诱饵”，总在孩子出现错误
行为时才用 ，以为戴上 “高帽子 ”孩子就
会听话了。 而且，每次都是模棱两可的那
句 “小武最乖 ”，“乖 ” 在哪里 ？ 为什么
“乖”，小武都没弄懂，这样的大“高帽子”
扣在小小的头上，会让孩子看不清是非，
弄不懂究竟。

褪了颜色的“高帽子”

可乐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小嘴 ， 相比
之下， 一双小手就不太能干了 。 每到画
画 、做手工时 ，他都不愿动手 ，老师耐心
鼓励他，他却说：“我回家再做。 ”可乐奶
奶也同意孙子的意见， 每次都主动将孙
子一抱，说：“老师，我们带回家画。 明天
早上带来，你给他打五角星哦！ ”第二天，
作品真的送来， 可那已经不是可乐的亲
笔，而是大人帮忙的了。 看到老师只打了
两颗星 ，奶奶说 ：“可乐 ，你画得不像 ，人
家都是三颗星嘛。 ”

老师对可乐说：“可乐和妈妈一起画
的画儿很好看，要是下次，可乐能和别的
小朋友一样 ，在幼儿园里自己画，一定能

画得更好！ ”又对可乐奶奶说：“画得像不
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孩子爱上画画，
乐意自己动手表现，自己努力得到的表扬
才是货真价实，才更有激励作用呀！ ”

都说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其实好
家长也一样需要夸出来。 这一顶顶“高帽
子”带来的烦恼正是家园双方磨合、共长
的过程。 随着宝宝们一天天长大，我们需
要学习更多关于 “送帽子 ”的技巧 ，因为
孩子们需要的 “高帽子 ”是个性化 、显性
化、多样化的 。 个性化是指要量体裁衣，
给孩子的表扬要针对某一事实 ， 说明白
讲清楚，让孩子看到自己的进步，了解自
己的优势； 显性化是指我们面对的是学
龄前儿童， 成人的表扬和鼓励要放在明
处，不吝惜手中的“高帽子”，要大鸣大放
地将它戴在孩子的头上；多样化是指“高
帽子”形式要多样，除了通过成人的语言
和表情，实物鼓励、行为鼓励也是很有效
的，但也要避免太过功利性，多用精神鼓
励，少用物质鼓励。

如果说孩子有 100 种语言 ， 那么老
师就需要有 100 顶高帽子。 因为，得到宽
容的孩子才能学会忍让， 得到鼓励的孩
子才能学会自信， 得到称赞的孩子才能
学会欣赏。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师范第一附
属小学幼儿园）

家园之间

“高帽子”的烦恼
□ 方景融

看着眼前经过自己精心设计的墙面
如此“漂亮”，心里很是得意，但是再看看
孩子们，却发现他们并不在意，有些孩子
甚至没有注意到墙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在
与其他同事交流时，我也发现了同样的问
题，不仅墙面，整个教室环境都是如此，教
师的用心设计往往并不能引起幼儿的共
鸣，原因何在呢？ 仔细反思后发现，教师越
是用心设计，越会让环境带有更多的成人
意志， 而没有发挥幼儿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我决定放手，将主
动权归还给孩子，让他们参与班级环境的
设计与制作，在活动过程中体验合作的快
乐，享受成功的喜悦。

陈鹤琴先生说：“室内布置应以儿童
的成绩为主，儿童画的图画、剪的剪贴、做
的手工等，都应该陈列出来，这样才可以

鼓励幼儿。 ”因此，在班级主题墙的创设过
程中，我和孩子们一起商量后决定以“虫
虫乐园”为主题来布置。 我先在墙面上设
计了“虫虫车队”，然后，孩子们用自己小
小的手臂涂上颜料， 印出了一根根树干，
用小脚丫印出了一片片树叶，用手指点出
了一个个红果子……最后还画上了一只
只可爱的毛毛虫。 看着自己的创作成果，
孩子们高兴极了。 自由活动时，常有三三
两两的孩子围在那儿比比划划， 相互介
绍，“瞧，我的毛毛虫，跑得最快。 ”“我的小
脚印树叶，最漂亮。 ”“我画的果子最多了，
好香啊！ ”……

与孩子一起涂画的墙面才是最 “漂
亮”的，有了视觉的享受，接下来，我要做
的就是让墙面说话，发挥其记录和宣传的
作用。 比如在主题活动“快乐中国年”中，

我收集了关于“年”的各种故事，家长们提
供了红灯笼、中国结等，孩子们自己动手
制作了小兔灯、纸球灯、彩带花环及各种
各样漂亮的窗花。 在忙碌中，家长与孩子
不仅将墙面装饰得红红火火的，还深入了
解了中国传统节日的意义。 在主题活动
“我的家”中，孩子们更是乐不思蜀，他们
把带来的全家福贴在墙上，旁边还有和爸
爸妈妈一起制作的红色“亲亲卡”，卡片上
记录着宝宝们想对爸爸妈妈说的 “甜甜
话”。 一下子，教室的每个角落都成了幼儿
表达所思所想所愿的场所。 他们把自己的
学习、 劳动成果展示于墙面与同伴分享，
不仅增强了自信，体验了成功，而且收获
了快乐。

记得在创设 “美丽的春天” 这一环境
时，我先请家长带孩子到乡下游玩，追寻春

天的脚步，寻找春天的特征。 孩子们在收集
“春天”的过程中，运用各种感官，充分感受
到了春天的气息。 当孩子们带着采摘的花
瓣、柳条及自拍的春天美图回到班上时，我
便和他们一起利用这些材料布置 “美丽的
春天”这一主题。 孩子们兴奋地把自己看到
的景色用绘画、 手工等方式展现在主题墙
上： 用绿色皱纹纸搓成长长的柳条挂在树
干上，用黑色手工纸折成小燕子，用蜡笔画
出蝌蚪、小鱼，用卡纸剪出蝴蝶……在孩子
们的装扮下，主题墙生机勃勃。

伴随着实践活动的一次次深入，孩子
们与环境的互动也越来越主动、 频繁，看
着他们认真探索与创设的样子，我更加清
晰地懂得，在这里，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人
与设计者。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新干县幼儿园）

环境创设 无声的语言
□ 杨根秀

幼师论坛

□ 谢雄娟

粉红塔，是蒙台梭利的感观系列教具：
它透过视觉帮助幼儿建立三次元空间的概
念，认识大小与正方体，同时间接为幼儿的
数学学习做准备。通过该教具，教师引导幼
儿将玩具从大到小垂直排列，通过触摸、测
量等活动促进空间感知， 发展手眼协调及
肌肉运动的控制力。

可是， 粉红塔的玩法只能这样按照操
作步骤一丝不苟地完成吗？ 对于本班有过
早期教育的孩子们来说， 粉红塔是比较熟
悉又简单的操作玩具， 大部分孩子甚至在
一些亲子早教机构就已经接触过。 粉红塔
的所有特点很直观，一目了然。 那么，如何
玩出不一样的效果呢？

为此， 我们打破蒙式一举一动规规矩
矩的玩法，尝试玩出粉红塔的多样性，调动
听、说、摸、看等各种感官，来发展幼儿的创
新思维能力。

教师在引导孩子观察玩具时， 不再具
体地问及颜色、形状，而是直接问及特点。
当一个孩子说出粉红色，并有人附和时，教
师会告诉他们 “最好发现与别人不一样的
地方”，引导孩子从多角度去寻找玩具的特
征，让他们知道：观察事物需要从颜色、大

小、形状、数量等多角度了解，才能掌握其
特点。

师：这个玩具有哪些特点呢？
幼：是粉红色的。 我喜欢粉红色。
师：是的，能一眼看出它的颜色。 还有

其他特点吗？
幼：是正方形的。
幼：不对，是正方体！
师：对，这个玩具是一个正方体。 但正

方体的每一个面都是正方形。 我们一起数
一数，正方体有几个面吧！

幼：1、2、3、4、5、6。 6 个面。
师：每个都一样大吗？
幼：不一样，有大有小。

仅仅从视觉上观察到的， 不一定是玩
具最全面的特点，教师要善于创造机会，让
孩子进行多感官的刺激来探索事物的特
征。 在引导孩子触摸玩具并大胆说出自己
的观点时， 教师应鼓励孩子积极地从多角
度畅所欲言， 帮助他们找到相同点与不同
点，并进行总结、提升，发展孩子们从分散
到集中的思维能力。

师：请每个小朋友选一个喜欢的玩具，
摸一摸有什么特点？

幼 ：很硬 ，滑滑的 ，有的很重 ，有的很
轻。 有尖尖的角，要小心别撞到。 是木头
做的。

师：是的，说得很好。 大家通过看、摸，
了解到这个玩具有很多特点， 其中包括了
共同点和不同点。 请问共同点是什么呢？

幼：都是硬的，都是木头做的，每个面
都是正方形。

师：说得太好了，那不同点是什么呢？
幼：我的最大！ 有的小，大小不一样。
师：除了大小不一样，还有没有什么是

不一样的呢？

在讨论玩具的不同点时，孩子们并没
有想到重量的不同，于是教师主动抛出一
个问题，引导孩子们学习利用上次玩其他
木头玩具得出的重量结论来进行推断 ：
“这款玩具的重量是一样的吗？ 哪个重，哪
个轻？ ”孩子们有些自信但又不太确定地
说：“大的重吧。 ”为了验证结果，教师再次
引导孩子们进行实践。

一番自由比较后， 孩子们很快就把最

大的和最小的拿到教师面前，告诉教师，这
就是最重的和最轻的。

他们在对比、掂量玩具，验证谁轻谁重
的推断时，进行得非常快，不一会儿就一致
地得出了结论。这得益于既有经验的帮助，
同时也在经验基础上找到了更便捷的比较
方法， 他们直接用最大的积木与其他积木
比较，省略了其他的对比。 通过比较，孩子
们既得到了科学的结论， 又拥有了解决问
题的智慧。

接下来 ， 教师开始组织自由拼搭活
动。 在自由拼搭环节，主要是发展孩子们
的想象力与创造性思维能力，同时锻炼他
们的动手操作能力。 他们能否将心中的样
子搭出来呢？ 事实证明，每一个孩子都是
独特的个体 ，他们在操作过程中 ，能够将
自己的喜好充分体现出来，并融入生活中
常见的事物形态，也能够与伙伴们一起商
量、合作……

在将粉红塔码高的过程中， 孩子们按
照自己喜欢的样子码高，歪歪扭扭的，最后
发现， 只要把大的放在底层， 就不容易倒
塌。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同意见，有争论，但
最终孩子们达成了共识， 因为有一个稍大

一点的孩子按规律从大到小搭成一座塔，
最为稳固。有时候，同伴之间的学习与模仿
远远高于成人教育的影响力。

师：粉红塔现在要排队出去玩了，以怎
样的规律排队好呢？

幼：从小到大排队！ 或者从大到小！
师：或许有更多不一样的方法，你们自

己试一试吧！

为了让孩子们不受此款玩具固有名
称、玩法的限制，教师在帮助他们认识、了
解了玩具的特点后 ， 便引导孩子积极想
象，自由拼搭。 而在教学的最后，教师才告
诉孩子们玩具的名字，并引导孩子按规律
排序。

一次玩具的新玩法体验 ， 对教师来
说 ，实则是一个突破 ，突破玩具本身的限
定，也突破自我思维的限定。 这种突破，是
让玩具真正回到儿童中间， 不预设规则，
教师作为观察者与引导者参与其中，帮助
儿童顺势发展 ， 也帮助教师重新认识玩
具，认识孩子。

（作者单位系“零岁方案”广州早教中心）

毛毛： 我的是
火车头， 高高
的是烟囱。

静 静 ： 我
的是五层
楼 梯 ， 数
给你看！

思思：会拐弯的楼梯。

妞妞与小齐：我们
的也是广州塔，按
小大、小大……的
规律搭的！

豆豆与睿睿：我们
摆的是有四个轮
子的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