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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大家，请入座， 

关注你桌上呈现的物品 

接下来的15分钟里，请： 

1. 认识你的同桌组员 

2. 根据你对桌上的提示和材料的理解，尝试
完成任务 

3. 反思问题： 你发现了什么？分享操作过
程中的感受，例如，觉得有趣、好奇、无

聊？（请记录在反思表上交给我的同事） 
 



我的名字 

郑文福 
文芙？ 
郑雯？ 

Alice Tay 



什么是“学习环境”？ 

为什么重视“环境”？ 

探究学习中“环境”的演变？ 

今天会接触到的课题 



“环境” 
 是什么？ 







什么是学习环境？ 

• 对使用者有什么意义？ 

• 使用者的兴趣 

• 例如，刚才我们有机会简单探索了自
己和别人的名字  

• 现在我们来分享你们的反思 

• 你的发现就是“环境”所促成的学习 

• 你的感受就是“环境”与你的共鸣，
也就是你对环境是否感兴趣  

• 跟自己名字的连接？（意义） 

• 开放性材料的使用?  (兴趣） 



  
成人的学习和幼儿的学习 

有什么关系？ 

 

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些在 

幼儿学习空间里 

发生的学习体验 

  

 



幼儿学习空间的有效性同样的跟他们的生活和兴趣有
关，因此我们以探究的形式来加强他们学习的目的性。 

 

探究 = 幼儿好奇的，想要学习的 

 

学习环境将随着探究的阶段而演变 



探究问题：我的名字是什么样子的？ 



幼儿: I’m drawing my house.          
 

老师: 你画了你的家？我发现你的   
名字里好像有一个像这样的
东西 

 

幼儿: 这个 
 

老师: 嗯，你的名字里面有个口 

起步 



幼儿：我要写我的名字，
才知道这个是我的。     

二月二十日 

三月二十五日 

发现 



幼儿：老师，没有白丽雅。       

 

幼儿：老师，我要你读，你会读
吗？    

 

幼儿： So funny, 老师。       

发现 



 

幼儿: This is  廖俊浩。  

发现 



幼儿：老师，我知道恩慧的名字。       

 

幼儿：老师，我找不到。       

 

幼儿：老师，有两个“恩慧”。       

 

老师：这是“恩慧”的“恩”，你觉得跟
这个字一样吗？ 

 

幼儿：这个不是“恩慧”。     

发现 



发现了些什么？ 

因为每天签到时的接触，幼儿们对自

己的名字越来越熟悉，他们发现： 

 

• 名字里面有一些熟悉的图案／形状 

• 名字可以分开成两个或三个字 

• 我们可以尝试写出自己的名字 

• 每个字都有一个正确的排列方向 

• 有些单字看起来一样，又不太一样 



老师反思 

幼儿注意到了汉字的构造 

制造挑战？把字剪开成部件 



幼儿：Why the name is 
broken? Become like 

that?         
 
老师：是，老师把它剪开，让

你看得到这些小的部分，
你能够把它拼起来吗？        

 
幼儿：The dots are missing!  
 
  

发现 



幼儿：老师，辛明陽也有这个。    
 
老师：是的明陽，你的“明”里面有个

“日”。     
 
幼儿：还有一个。      
 
老师：喔，是还有一个，明陽你很用心地

在看自己的名字，那“辛明陽”里
面有几个“日”呢？     

 
幼儿：两个。   
 
 

整理 



幼儿：老师，是凯尔！   

 
幼儿：老师，是理孔！           

 

幼儿：老师，妹妹和妈妈是一样
的       

整理 



老师反思、延伸 

在反复发现和分类的过程中，老师和孩子
们又遇到了一些问题：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我们的名字？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我们的名字？ 

班级工作表 

分享时间表 

帮忙老师把交流袋发回给朋友 

延伸 



我们的名字都有独特的样子，那么是不是我们听到的语言都有样子？ 
例如，故事的样子 

延伸 



幼儿：我有美人鱼，你有
吗？ 

 

幼儿：老师，我爱你！ 
 

  

整理 



环境中各种文字的样子 整理 



总结 

如果我们认识很多字的样子，就能够读很多故事，学唱一首歌，叫出
别人的名字，用字来玩游戏，知道别人写什么字条给我们。 

延伸 

认识了我们的名字和一些常见汉字之后， 

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我们要怎样写出这些字让别人看得懂呢？ 



发现 

• 我们认识的汉字部件是由笔画组成。 

• 如果我们练习笔画，就能把字写好。 

 

幼儿：老师，这个也有名字！它是竖！     



行动 

因为几位小朋友要离开白兔班了，我们学唱了“送别”这首歌。 

 

幼儿：我公公会唱    

幼儿：It means we say goodbye?    

幼儿：我唱给我妈妈听    
 

学校就快举办艺术展了，老师提议趁这个机会教我们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唱这首
歌。讨论结果，我们计划把我们唱歌的过程录下来，然后把歌词（歌的样子）写下

来贴在墙上，他们就可以 

一边读，一边听来学唱这首歌。 



行动 



从刚才的案例可以看到探究教学如何先让幼儿有机会产生好奇，才帮助

他们一起寻找答案，而“环境”： 

• 可以制造机会让“问题”形成 （起步） 

• 提供寻找答案的机会（发现） 

• 和幼儿一起整理我们的“发现”，进行定义（整理） 

• 提供新的激发让幼儿延伸探究（延伸） 

• 提供真实运用知识/技能的机会（总结/行动） 

 

学习环境跟探究教学有什么关系？ 



学习环境与探究阶段的连接 

起步 
制造问题 

 

发现 
寻找答案 

 

整理 
定义 

 

延伸 
新的问题 

 

 

总结 
 

行动 
真实运用 

  



张桂凤 

自我介绍 



对待的态度 

采取的行动 

事物在我们心

中的形象 



幼儿形象 



我们课程模式下的幼儿形象 

环境的 
创设 

• 独特的个体 
 互动方式 

分组策略 





你心中幼儿的形象 







我们所设置的学习环境反映了 
 
我们对幼儿的看法 – 我们心中幼儿的形象： 
• 他们的思维是独特的，是值得重视的 
• 他们的知识/理解是自己创建的，我们可以促成但难以灌输 
• 有效的学习环境能够让幼儿表达独特的思维，并通过动手操作创
建自己对事物的理解 

为什么要重视环境？ 



环境如何随着探究而演变 

在以下这张照片里，幼儿正在开始 
接触一种新的材料， 

 

想象接下来他们的学习环境可能出现
什么样的变化？ 

（15分钟时间和组员讨论） 

 



起步 



分享 

看看接下来的环境变化 



发现 



发现/整理 



发现/整理 



线条、符号 

概念的连接？ 



延伸 



Curve lines - spirals 

延伸 



延伸 



从前面两个例子我们看到了
学习空间的演变。 

今天我们所设置的学习环境 
也因为大家的互动而出现了

变化， 
让我们来看一看… 

 

 



（将会放映几张开场时参与者互动的照片， 

然后总结） 



（将会放映几张开场时参与者互动的照片， 

然后总结） 



总结 

学习环境的意义 - 促成学习 
我们因为幼儿的形象而重视环境 

有效的学习环境会随着学习过程而演变 
 





1.演讲引人入胜 
2.内容与我的工作相关，并能学以致用 
3.我学到了新的知识 
4.我从这次培训中学到了什么，我将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和 技能？ 

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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