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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解码：幼儿是这样学习的 

应彩云  上海市学前教育特级教师 

 

主题介绍：怎样的学习，才是适合学龄前孩子的？学龄前孩子的学习，都是为了迎合当前生

活和成长需要。他们的思维特征是直觉的，生活给了孩子无限的学习机会，我们要让孩子在

生活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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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孩子降临到我们身边，我们在感到幸福的同时，也非常兴奋地期待着，

如果这个孩子能延续我们已有的优秀，甚至可以实现我们没能实现的梦想，那就

太好了。孩子就带着厚厚的期望，人生的起跑线越来越前移。 

前一阵子，我的朋友说：“暑期就要到了，要不要带孩子上早教课？”我说：

“暑假你自己陪他就行了。”他说：“那早教班 2万块，肯定是有道理的。”他对

自己不太相信。“你看，让孩子早一点接触总是没错的。”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一句话。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孩子经常参与没有赛场的比赛。我曾经碰到一个孩子，

三岁来上幼儿园，他的外婆告诉我：“我们家孩子已经会写 3500个字了。”中午

吃饭，结果发现这孩子不会拿勺子。我就问他：“宝贝，你在家怎么吃饭？”孩

子说：“大人喂的。”他的外婆说：“不会吃饭没关系，我们可以喂他，不会写

字就有关系了。孩子在我们小区，是被叫作‘秀才’的。”一声“秀才”，到底

是孩子的骄傲，还是大人的虚荣？ 

孩子是水，你把他放在鱼缸里，还是小河里，还是大海里，完全是家长的教

养行为了。可是我们成人，经常把孩子当容器，往里填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我

们觉得他们是不懂的。其实只要是容器，容积就是有限的。我见过一个大班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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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可以背出《弟子规》和《三字经》。可是当我带着大班的孩子一起捉迷藏时，

这个女孩子，站在一根旗杆后面，说：“我已经躲好了。”要知道，这种行为是 1—

2岁孩子才会有的。当这个六岁的孩子，心里灌满了成人要给她的东西时，其他

的就发展不正常了。 

 

1、在适合孩子发展特征中学习 

要知道，我们的孩子还小，他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的任务，不是来

改造这个世界，他当下的任务，是如何适应这个社会和生活。所以，学龄前孩子

的学习，都是为了迎合当前生活和成长需要的。有人说，我们早点接触没关系吧，

让他背出来，背熟了也是好的。对吗？ 

我经常能接触到全国很多地方的孩子。有一次，我到了一所高校附属的幼儿

园里，要带着 5—6 岁的孩子上课。幼儿园的园长和老师告诉我，这个班的特色

是算术。我在上课时，需要孩子在合作中玩耍。我对他们说：“请你去找三个朋

友一起。”我看他们很迷惑，于是我就问：“孩子们，你去找三个朋友一起，一

共是几个人？”他们回答：“三个朋友。”我又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他们回

答：“两个朋友。”我直接问：“3+1 等于几？”他们很快就回答：“4。”这些

孩子就是把算式背出来的。 

家长有没有想过，学算术是为了什么？最终是指导生活的，带着数学思维和

数学精神指导生活，这才是最高的境界。目前在幼小衔接过程中，大家觉得教加

减法还不够，还要教乘法口诀。有个孩子乘法口诀相当熟练。有次班主任在收钱，

有四张 5元钱从讲台上飘落了下来。这个孩子很热情地帮老师捡了起来。我趁机

问他：“你们何老师丢了多少钱？”他说：“5元。”我说：“有好几张呢。”

他说：“6元吧。”我摇摇头，他说：“7元啊。”这时候旁边另外一个孩子说：

“20 元啊。因为 5 加 5 等于 10，5 加 5 等于 10，10 加 10 等于 20。”家长觉得

有点丢脸，说：“你不是乘法很老练的吗？4 乘 5得多少？”这个孩子说：“4乘

5得 20。” 

刚刚我在跟我们小学的特级教师聊天，这些孩子，大概在一年级的时候，读

书会不错，因为乘法口诀背得很溜，可是一旦应用题出现，富有生活意义的命题

一出现，他大概就不会了。到底怎样的孩子是聪明的？我们要培养的是怎样的孩

子？ 

我们的孩子还小，他们的思维特征是直觉的，所以生活中的学习，因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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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经验了，经历了，更容易被他们掌握、运用，最终更容易记忆。所以，生

活给了孩子无限的学习机会。我们要让孩子在生活中学习。 

 

2、在关注生活事件中学习 

要知道，孩子就是家庭的产物，尤其是学龄前的孩子。学前教育中，家庭教

育要比幼儿园教育有效得多。在我们行业内，有这样的说法：5是小于 2的。我

们要让孩子介入家庭生活。有的家长认为，小孩子很麻烦，要知道，这样会让孩

子丧失很多学习的机会，却硬生生地把他拉到另一个课堂里头，去坐在那里学习。 

日常的幼儿园里，也会模拟一些孩子生活的世界，让孩子来学习。这样的学

习，远远超过了坐在那里学算术。曾经有一位家长，是同济大学的教授，他跑来

问我：“应老师，你从来不教孩子算术的，这样小孩的算术不会不好吗？”后来

我邀请他来听我的课，让他看一看，我教的孩子他们不做数学题，但对于数的理

解和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天我们去了屈臣氏和华联超市，让孩子们比较四件商品

在哪个超市的价格更便宜。一群孩子拿着画好的表格冲进超市，对于物品分类很

清晰的小朋友，能快速、准确地找到柜台并找出商品写下价格，而不懂物品分类

的孩子，他们选择询问他人，在服务人员的指引下找到商品柜台快速写下价格。

任务完成后，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哪个超市商品的价格更便宜。讨论发现，健达巧

克力在屈臣氏的价格为 8.5 元，在华联超市的价格为 20 元，对于相差如此之大

的价格大家都很好奇。慢慢地，有小朋友发现 8.5 元的巧克力只有一条，20 元

的巧克力有三条，那哪个超市的巧克力更便宜呢？有小朋友通过扳手指算出

8+8+8=24，大于 20，得出结论：华联超市的巧克力更便宜。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孩子对于数字的玩来玩去、掂量来掂量去已经远远超过

我们认为课程里要学的加减。这不仅培养了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也让孩子感知

了生活中的数学，这些生活中的数学是生动的，对孩子日后学科概念、规律学习

都起到理解和促进作用。我们要让孩子介入我们的家庭生活中，让他们在家庭中

学习。家庭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教育，这些教育可以让孩子获得很多。 

我们幼儿园有位老师的孩子叫牛牛，这个小家伙每天喝奶粉冲的牛奶。一天，

我对他妈妈说：“你可不可以让牛牛自己来做这件事，我不相信他会一直把水洒

出来。”实践结果，他只洒过一次水，之后再也没有洒过，并且他知道一勺奶粉

兑多少水最好喝。这个过程中难道没有数学吗？除此之外，牛牛还有生活的动手

能力，心灵手巧。在家里牛牛的房间很乱，外婆每次都抢着帮他收拾干净，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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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外婆不在，牛牛就会自己整理房间。有的大人认为小孩子很辛苦，不应该让他

们劳其筋骨。家里的小乌龟，都是牛牛自己洗的。在洗小乌龟的时候，他慢慢与

小乌龟建立了感情，这种感情是 100次说教都积攒不起来的。我们要让孩子慢慢

地、独自地和小动物、周围的事物接触，建立感情。在关注生活事件中，让孩子

参与家庭生活就行，虽然我们有时觉得孩子会添麻烦，但他们不会一直都是麻烦

的，但如果不让他们参与家庭生活，那么那个“麻烦”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3、在解决玩耍的矛盾中学习 

孩子是喜欢玩的，人生有不同的阶段，什么阶段干什么事。他们在玩中会有

矛盾出现，而解决矛盾会让孩子学习和发展。 

我们班小朋友原来在玩游戏时有“饭店”和“超市”，但由于“饭店”生意

不大好，他们就画了星巴克的标志贴在那，买的人除了要咖啡之外，还有想要草

莓卷的。我问小朋友有草莓卷吗？有个男孩说星巴克里没有草莓卷，女孩甜甜说

没关系，你等五分钟再来。一会她就拿了三张粉红色的手工纸，让闲晃的小康帮

忙卷起来用胶水黏住，剪成圆形。小康卷好后跑去给甜甜，甜甜说：“这就是我

们星巴克要的草莓卷，等会我要把它卖掉。”小康来劲了：“哦？你要卖出去的，

那我也要卖给你，4 块钱一个。”甜甜对我说：“应老师，我们有草莓卷了，8元

一个。”我买后转悠了几圈听到甜甜在吆喝：“草莓卷 6 元一个。”我问甜甜：

“你刚才卖我 8元，现在怎么便宜了呢？”甜甜说：“8元嘛，生意不大好，没

人来买，我就卖 6元了。”我说：“卖 6元你不就吃亏了吗？”她跟我说：“应

老师，我刚刚是 4 元买来的，卖 8 元我能赚 4 元，卖不出去我就 1 元都赚不了，

卖 6元的话我还能赚 2元。”瞧！将来她的数学一定会很好。 

甜甜喜欢开店赚钱，第二天她拿了许多手工纸在花坛边上做花，她在旁边画

了一个头戴花的小女孩，告诉大家我这是花店，大家来买花。我跑过去问她：“好

像没有人来买花，你今天是谁呀？”她突然告诉我说：“我是彭丽媛。”我问她：

“彭丽媛今天跑来卖花吗？有人买吗？”她说：“我觉得我说我是彭丽媛会有人

来买的，但是没人来买。”后来我跟她说；“彭丽媛有个全世界人都知道的本事，

唱歌很好听，所以想想看，你的花怎么才能卖出去。”我还没走开，她就拉住我

让我教她一句彭丽媛的歌，我就教了她《希望的田野》的第一句，她就把这句歌

反反复复地唱，唱到后来人家就去买花了。 

孩子在玩耍当中，就开始学习了，学习数学，也学习交往，学习韵律，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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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对人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和与人交往的技能。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玩是他天

大的事。在玩中，我们可以寻找到很多成人教育的机会，孩子成长的机会。所以

一定不要让孩子忽略了玩耍，要让他们在玩中慢慢地发展。 

 

4、在满足孩子成长的需要当中学习 

每个孩子都渴望自己长大，我们可以在满足孩子成长的需要当中促进他们学

习，让他们学习得更丰富，更有效率。 

幼儿园的 5、6 月份是毕业的季节，这个季节我们要进行幼小衔接教育，家

长们都很关心，还有一件事情家长们也很关心，就是孩子们要开始参加毕业典礼。

一般老师的做法就是排练两个节目在毕业典礼上演出。 

前几年，我给我班级的小朋友排练了集体舞和童话剧两个节目。首先我们排

练的是集体舞，集体舞是分开跳的，女孩子们喜欢跳舞，都不遗余力地跳着，练

完以后，我要求男孩子也跟着音乐来一遍。我记得那首歌是《好大一棵树》，意

义是孩子们感谢幼儿园老师的培育。 

这群男孩跟着音乐跳了一遍之后，一个男孩突然站起来对我说：“应老师，

这个舞蹈我不想跳了。”我询问他不想跳的原因，他说：“你看，我们男孩子不是

蹲在地上摇摇手，就是站在旁边摇摇手，很没劲的。人家女孩子就一直站在台中

间跳。”我说；“哎呀，男孩嘛，你们跳舞的动作本来就没有人家女孩好看。”一

个男孩说；“才不是呢，方俊就是男的，跳舞就是跳得很好的。”我说；“你怎么

能和方俊比呀，人家是舞蹈家啊！”另外一个男孩说了一句让我哑口无言的话：

“方俊跳得那么好，那是因为他跳的是男人的动作，你教我们的是女人的动作。”

我就问：“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说：“我们要跳男人的舞。”有一个男孩子

提出建议：“我们武打吧。”我马上装傻，表示那些打打闹闹的动作不会。那群男

孩子对我说：“你不用会的，你只需要给我们提供武打的音乐就行。”后来我就给

他们找了《中国功夫》的音乐。那些男孩回复我：“这个事情你就别管了，你也

不会嘛。可是我们什么时间排练呢？你要给我们时间。”“好，每天半小时够不够？”

“差不多吧，好。”这些男孩不想演老师教的舞蹈，引发了全班所有小朋友都不

想演老师规定的节目。 

我很受挫，问大家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说：“我们大家来投票。”我拿了一张

纸贴在墙上：“给你们一天的时间，想想你们想要演什么。”孩子们各自趴在墙上，

画着记着，记着自己想要演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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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大家只是用了 10 分钟的时间，就通过数数来统计出大家最想演的

几个节目，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功夫》，另外一个他们组成了乐队。我说：“你

们分成两个演出的团队，你们自己去排练。”小孩子的学习热情是被自己点燃的，

接下来他们真不要你管的。演《中国功夫》的这群孩子，他们把动作用简笔画记

在纸上。下午，我就拿到了四张纸，上面画着简笔画的舞蹈动作。我帮他们把动

作归了类，放在一张大的纸上，然后给了他们音乐。他们只用了两天半时间就可

以彩排了。那天我看到孩子们的动作有模有样，我就问：“孩子们，你们准备用

什么样的队形表演？”这群男孩愣头愣脑对我说：“广播操队形。”我给了他们一

些建议，比如三角形、梅花形，他们就照着这个队伍练。 

另外一队乐队组，刚开始他们为演出什么曲目而烦恼，最后他们决定演《小

星星》。我问他们为什么演《小星星》，他们说：“我们 6 个人中有 5 个会演奏这

首曲子，只有一个人不会，这样比较方便。否则，其他的就更难了。” 

第二天，家长就把古筝带来了，我就把它架在钢琴边上，那个男孩在那嘀嘀

咕咕地抱怨：“妈妈都说了，古筝搬来搬去很麻烦的，它的音是要走调的。”旁边

一个拉小提琴的小朋友说：“你不用再说了，你古筝是不方便搬，人家钢琴是不

能搬。所以你别说了，就到这里来。”孩子们很守时，就排练半个小时。我们教

室里的钢琴不太好听，他们要到舞蹈房的钢琴室排练，于是他们要自律、要安全。

终于他们有了自己想要的毕业典礼的节目。最后，连演出服装的选择都是大家举

手表决统计出来的。 

在满足孩子成长的需要中学习，孩子的学习内容、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远远

超过我们的想象。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要让孩子在探索好奇的世界中学习。

在这过程中，未必是要让孩子学到什么知识，掌握什么技能，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保持孩子对整个世界的想象力。要知道，一个人是否拥有想象力，人生是完全不

同的。孩子天生是有想象力的，我们只要不抹杀了就好，我们要保持他们对世界

的好奇。 

我们幼儿园有一名老师，怀上宝宝以后反应很厉害，前后完全两个人，原来

胃口很好，现在吃什么吐什么。这群孩子很好奇，就跑来问我：“应老师，媛媛

老师为什么吃什么吐什么，原来吃一整块肉都不吐的。”我说：“因为她肚子里有

了宝宝。”一群女孩子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肚子里有了宝宝就吃什么吐什么。她

们就跑去对媛媛老师说：“你平时吃东西要嚼得细一点，嚼得太粗宝宝咽不下去

就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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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就带领感兴趣的小朋友去认识，吃下去的东西到哪里去了，究竟食

物在人体里的路径是怎样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知的已经不是身体外在的一

些事物，而是身体里面的器官。这对四岁孩子来说其实是很难的，但是他们有愿

望，他们有探索世界的好奇。 

随着媛媛老师肚子逐渐隆起，孩子们能看到胎动，孩子很好奇。女孩子疑问：

“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跳舞吗？”男孩子却认为：“他在踢足球吧。”我就截取了

《Discovery》里妈妈怀孕的片段播放，告诉孩子，宝宝到底在妈妈肚子里干什

么。 

通过生活周围的一些事情，激起孩子探索世界的好奇，最主要的是保持孩子

的想象力，保持对世界的敏感，聪明聪明，就是耳聪目明的孩子才聪明。所以在

家里、在生活中，我们要让孩子在探索未知的世界中学习。 

 

5、在家里要养成孩子良好的习惯 

三岁看老，其实是说行为品性。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开始慢慢追

求精神生活，要让你的孩子变得越来越高雅，就要从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开始。 

（1）文明行为举止 

孩子在怎样的场合，要有怎样的举止。我教的孩子走路就是靠右走，在公共

场合不会大声喧哗。这样孩子一看便知道是有教养的。要有礼貌，尊敬长辈。每

个家长不一定要在意说过的话孩子听进去多少，但一定要在意孩子默默关注的眼

神。孩子小的时候，家长的行为他都看在眼里，你对他说再多都没有用。另外，

保持孩子善良的心灵，对伙伴有爱。现在家长有这样的想法：“孩子太好说话，

太善良，太谦让会吃亏的，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不吃亏。”有些家长也会为

自己的孩子占了一些便宜而得意。可是，等他长大以后，天外有天，难道全世界

人都是傻瓜吗，一直让你占便宜？从漫漫人生路来看，善良的孩子总会得到更长

久的美好事物，善良是上天赐予孩子的礼物。 

（2）在发现美好的事物中学习 

我曾经碰到这样一位朋友，他的孩子从小就开始参加少年宫的画画班。有一

天朋友聚会他对我说：“应老师，我儿子画画很好的。”这时候正好上来一盘大闸

蟹，这位父亲就很得意地拿出一张餐巾纸和水笔让他儿子画螃蟹。这位小朋友很

快就画好了，大家都赞不绝口，画的很像。可是我仔细一看，这孩子眼睛是“瞎”

的，因为他画出来的是梭子蟹，是他心里背出来的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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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要学艺术？学艺术是要让孩子发现周围事物的美好，擦亮

孩子发现美的眼睛。如果艺术学习已经给孩子蒙上观察世界的面纱，那这种艺术

教育最好不要。我们可以不会画画，但如果没有美感，那么生活就会很糟糕。最

近一位初三的小姑娘跟我说：“这次考完级，我从此以后再也不弹钢琴了。”我问

她为什么，她说：“妈妈跟我说，考完八级我就可以再也不用弹琴，我恨死钢琴

了。” 

其实，艺术学习不是给别人看的，它是一种使人幸福的能力。艺术教育在生

活中无处不在。我有一个朋友是小学教师，她对我说，她女儿小时候对其他事都

不敏感，但每天早晨对自己要穿什么衣服很讲究。由于早上时间来不及，她们会

在前一天晚上商量好要穿的衣服。现在这个小女孩上三四年级，她妈妈跟我说，

她女儿疯狂地爱上了美术。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美的技术，但是我们要有美的眼光。我们要让孩子

在生活中发现美好的事物，寻常的、特别的，都可以。 

（3）不可缺少的亲子阅读 

我们对阅读都很关注。事实上阅读对于平凡者来说，是一种幸福的能力。在

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一个成功者也必须要学会阅读，阅读可以帮助他走许多捷

径。阅读是一个人必须要有的能力。可是，我们在家里，往往我们没法理解孩子

的阅读动机。有很多家长对我说：阅读还是蛮难的，这是有天分的吧？天生这个

孩子是喜欢看书还是不喜欢看书的。其实，我曾经做过调查，100%的孩子是喜欢

图画书的。我曾经拿着一本书《三个强盗》，在孩子自由活动的时候进去，我对

小班的孩子挥一挥，他们全都围到了我的身边，我又去大班，他们也是一样。孩

子的阅读动机是什么，就是他很想知道这本书里发生什么事了。可是，成人的动

机不是的，有一个家长对我说：应老师，你推荐的那本书里头，没几个字的，这

叫什么阅读呢？后来我就反问：你认为阅读就是识字吗？他还反问我说，难道不

是吗？ 

要知道，学龄前孩子的书，一定不是以识字为主的，他们一定是看图像为主

的。要知道，人类最起始的阅读也是从图像开始的，我们成人最感性的阅读也是

从图像开始的。对于见世界很少的孩子来说，看图就是看世界，就是储存想象力。

所以，在我们在挑书的时候，要挑那些画面很美好的图书给孩子看，因为美好的

画面给孩子就是美好的想象力。成人希望孩子看书，动机是什么呢？复述故事，

可以背出来。孩子就是为了看看这本书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成人和孩子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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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成人还要说：里面的好词好句要背出来。小孩子才不关注什么好词好句。

比如男孩子喜欢看的《武士与龙》，他最想看的就是武士与龙比武，到底谁输谁

赢了。在这样的情境下，当你拿着书靠近孩子时，孩子就觉得，哦，要开始写作

文了。于是他就远离了你，远离了图书。 

所以，我们要站在孩子的角度，解读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到底喜欢看什么书。

一般来说，男孩比较喜欢看《武士与龙》这样的书，女孩比较喜欢看一些美妙的

故事，或者一些散文诗。还有，成人比较喜欢犯的错，就是觉得，小孩子老是看

《柯南》之类的书，没营养，于是要给他看世界名著。我曾经在我儿子预备班的

时候，觉得他长大了，就拿了一摞书，里面有《傲慢与偏见》《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对他说：“儿子，你上中学了，要接触世界名著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你是这个假期一定要看的，还要交读后感给我。”结果，在他高考后的旅行中，

我才发现，那些书他都还没看。他给我的读后感是从网上抄来的。他在初中、高

中时，读的书是韩寒、郭敬明、村上春树写的。现在他一个人在法国读研究生，

才开始看《瓦尔登湖》《百年孤独》。所以，千万不要用你的眼光来评判孩子，阅

读的乐趣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孩子再也不要书了，这就太糟糕了。我们要从

孩子的角度出发，要看他喜欢的书。当然，我们是真善美的世界，所看的书也应

该是真善美的。 

学龄前阅读的重点，不是孩子的阅读品味有多高，也不是他的阅读能力有多

强，而是保持他阅读兴趣的同时，养成他阅读的习惯。要知道，习惯与智商没有

关系。心理学上说，习惯就是某一个行为，重复了 20 多次。每家每户的孩子，

都可以养成阅读习惯的。家长要带着尊重的眼光来理解孩子。 

我曾经用一本绘本来检验大班孩子在家读什么书、怎么理解的标准。这是一

本散文书，女孩子本来就很喜欢，我和孩子们在一起读这本书后，男孩子也诗兴

大发。那天我让孩子们先看了前三页，绘本通过“晚上是……的时候”的语句描

述晚上的生活，然后我让孩子们仿写第四页的夜晚生活。有男孩站起来说：“晚

上是月亮出来工作的时候。”“晚上是月亮出来玩耍的时候。”“晚上是月亮和星星

捉迷藏的时候。”后来有女孩子说：“晚上是月亮对星星唱着歌，云朵在一边偷听

的时候。”在杭州的幼儿园，一个女孩子站起来说：“晚上是月亮对星星讲知识，

云朵和小草听着知识的时候。”也有很灵动的男孩说：“晚上是月亮和星星闪烁地

照着娃娃睡觉，可是麻将声音好吵的时候。”这样的一本书可以发挥孩子的想象

力，可以验证孩子的生活场景。我们要让孩子在阅读过程中越来越靠近书，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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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能发现事物的美好；我们要从孩子目的或动机出发，成人的目标才能达成。 

生活给了孩子太多的学习机会。我们可以开阔孩子的眼界，让孩子见多识广。

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不断地动手，自己来做自己的事情，培养独立生活能力的同

时还心灵手巧。我们要让孩子敏锐地观察周围的事物，让孩子更聪明。所有这些

生活提供给孩子的学习机会，都需要我们成人的陪伴。 

人们经常对亲人、爱人、朋友用这句话来表白：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

可以这样说，你们家孩子的成长，陪伴是最有效的、最好的养育。它好过最昂贵

的早教课程。但愿各位，在孩子想要陪伴的时候，可以陪伴他。在孩子的成长岁

月里，您和孩子一起不负时光。 

 

源自《上海特级教师》2020年 7 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