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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行知先生提出的“六大解放”
教育思想对幼儿园教学活动设计有着积
极的指导意义。教师以“六大解放”思想为
导向，灵活调整和布设幼儿园自然教育内
容，从创设观察契机、推出操作活动、打开
实践空间等角度入手，推动“六大解放”思
想与幼儿园自然教育的有机融合，引领幼
儿更加自主、有效地参与到幼儿园的多元
化学习活动中去，促进幼儿知识储备、认
知水平、思维能力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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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六大解放”教育思想主要从
解放幼儿头脑、双手、眼睛、嘴巴、时间、空
间六个角度阐述了提高幼儿在教育活动
中自主性和能动性的重要意义。幼儿园的
自然教育则强调改变传统封闭式的教学
模式，提高教育活动的开放性，调动幼儿
学习参与的主动性。两大教育理念的教育
主张和理念核心息息相通，存在诸多对接
点。幼儿教师要具备融会贯通的教学能
力，以“六大解放”思想为导向，创新设计
自然教育活动载体，丰富幼儿园自然教育
方法手段，为释放幼儿天性，发展幼儿独
立性和自主性提供助推力。

一、创设观察契机，解放幼儿眼界
观察学习既需要幼儿感受器官的直

接参与，还离不开幼儿观察学习思维的有
效干预。教师以生活环境和幼儿认知经验
为抓手，创设更多观察学习契机，拓宽幼
儿认知维度，解放幼儿眼界。

1.观察生活环境。
自然教育主张让幼儿亲近大自然，在

与外界环境的交互下得到知识生成和能
力成长。教师依托幼儿熟悉的生活现象、
生活环境，有目的性地组织幼儿展开生活
环境的观察学习，让幼儿从小就树立正确

的观察学习观念，形成良好的观察学习习
惯。教师设计生活环境观察活动时，要利
用好幼儿好奇心强的心理特点，从一些视
觉冲击较强、知识元素丰富的生活材料入
手，调动幼儿观察学习热情，引领幼儿积
极主动地投入到观察学习内容中去。

生活环境蕴含着丰富的自然教育切
入点，教师要善于从生活当中开发挖掘这
些教学契机，灵活调整教学活动设计，使
生活教育活动布设更具动态性。例如，某
一天幼儿入园后，外墙上爬着的一只壁虎
引起了幼儿的围观，即便是一些较为胆小
的幼儿，也参与到观察行列中。教师紧抓
该观察学习契机，与幼儿沟通交流，鼓励
幼儿说说自己的观察发现，提出自己存在
的疑问。接着，利用信息技术教学手段，向
幼儿呈现多组壁虎的图片，围绕幼儿提出
的“壁虎为什么能够牢牢吸附在墙面上？”
这一问题，展示放大后的壁虎脚趾图片素
材，让幼儿直观观察壁虎吸盘式的脚趾结
构特点，帮助幼儿解答观察问题，正确认
识壁虎的外形特征、生物结构及生活特
点。这种生活气息较为浓厚的观察学习活
动，可以收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
启发幼儿自然而然地生成新知。

2.对接幼儿认知。
幼儿的思维体系发展还很不成熟，生

活经验、生活阅历也较为欠缺，在学习能
力、学习习惯等方面有着特殊性。教师创
设观察教学契机时，要适应幼儿特殊的心
理认知特点，尽量站在幼儿的角度，审视
教学内容选择和教学活动布置，确保观察
教学设计能够准确对接幼儿认知能力，满
足幼儿的成长发展需求。特别是包含了观
察学习任务的活动布设中，教师需科学把
握观察任务的设计难度，兼顾学习任务的
启发性和挑战性，激发和保护幼儿观察探

究的学习热情。
幼儿对很多现象、知识的理解都存在

较强的片面性，容易陷入思维定势当中。
教师可利用幼儿这些思维定势，设置一些
能够引发幼儿认知冲突的观察学习内容，
调动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在学习蝌蚪
到青蛙的发育过程相关知识之前，很多幼
儿都把蝌蚪、青蛙看作毫无关联的两种生
物，存在较强的思维定势。教师教学过程
中，直接点出青蛙是由蝌蚪发育而来的这
一生物知识，刻意引发幼儿的认知冲突。
再以此切入观察学习活动，在小小生物角
的鱼缸中饲养几只小蝌蚪，要求幼儿每天
按时完成饲养和观察记录，画出小蝌蚪每
天的大小变化和形态差异。由于教师提出
的知识内容与幼儿固有认知相违背，使得
幼儿探索欲被充分激活，都想“一探究竟”
青蛙是否是小蝌蚪发育而来的，在观察学
习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专注力，每天都按
时完成了观察记录任务，大大提高了幼儿
观察学习的参与效度。

二、推出操作活动，解放幼儿手脚
推出操作活动是调动幼儿手脑协同

配合，提高幼儿动手能力的有效路径。教
师注重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的开放性，灵
活布设亲子活动和室外游戏，给幼儿提供
更广阔的活动思维空间。

1.开放亲子活动。
亲子活动是幼儿教学的一种重要的

活动载体，既能让幼儿获得更深刻的操作
学习印象，提高幼儿操作学习品质，还能增
进幼儿与父母的感情，有利于良好的家庭
关系的建立。教师积极寻求与幼儿家长的
沟通联系，组织开展更多开放性较强的亲
子活动，用亲子活动形式，发挥家长的教育
力量，进一步强化幼儿操作学习意志，增强
幼儿操作活动的思维活力，让幼儿得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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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的操作学习体验，推动幼儿动手能
力、操作能力、思维能力的综合发展。

教师设计的亲子活动要凸显幼儿的
操作学习的自主性，不必对活动内容、活
动方式过多设限，启发幼儿在活动过程中
充分发散学习思维，展开多元化的创造性
学习，得到个性化发展。在秋天这一收获
的季节中，教师布设观察操作任务，通过
微信家长群发布亲子活动内容，要求家长
带领幼儿到公园、果园等场所，观察当下成
熟的果实，记录它们的颜色、形态、生长位
置。有了家长的有效指导，幼儿接受自然教
育的学习效果更为显著。从幼儿递交的活
动学习报告来看，幼儿选择的观察对象各
有不同，但都较好地完成了活动任务要求，
能够全面地认识不同果实的生物特点，观
察能力、操作能力也得到了有效发展。

2.创新室外游戏。
教师组织幼儿进行室外游戏活动，可

以为幼儿亲近自然、感知自然提供更多机
会，解放幼儿的眼睛、嘴巴、双手、头脑，让
幼儿在广阔的自然空间下，学习多种知识
内容，锻炼自身学习能力。幼儿园的室外
游戏以区域游戏活动为主，教师要根据园
内环境实际情况，划定出特定的游戏区
域，配合自然教育目标，向幼儿提出一些
游戏问题或游戏任务，将幼儿游戏学习思
维聚焦到这些问题任务的分析解答中，让
幼儿通过自己的双手，探索出这些问题的
正确答案。

教师组织的室外游戏要体现开放性
和合作性，以合作学习的游戏方式作为主
要形式，培养幼儿合作学习意识，锻炼幼
儿合作学习能力。例如，教师可以在幼儿
园内划定出一块空地，种植花生、毛豆等
农作物，和幼儿一起完成这些农作物的种
植、养护、收获。幼儿通过动手操作，可以
掌握更多劳动技能，增长有关这些农作物
的常识知识。这些农作物的种植、养护、收
获等环节，也成为了教师设计户外游戏的
有效依托。教师选择合适切点创设游戏情
境，让幼儿在游戏中，完成这些操作任务，
增强操作活动的趣味性，培养幼儿劳动学
习情感，促使幼儿从小便认识到热爱劳
动，珍惜粮食的重要性。

三、打开实践时空，解放幼儿思想
除观察学习和操作活动外，教师还要

为幼儿参与综合性较强的实践学习提供
更多机会，利用实验活动、生活实践课题、
社会实践课题等方式，打开幼儿实践学习
时空，解放幼儿思想。

1.启动实验程序。
以往幼儿教师设计实验教学活动时，

多是采用实验演示方式，用直观生动的实
验现象将幼儿带入到实验学习情境中，教
会幼儿其中蕴含的具体知识。这种教学模
式更加注重知识性教学，能够帮助幼儿准
确把握这些知识要点，但限制了幼儿的思
维发散，不利于释放幼儿学习天性。教师
彰显实验教学的实践性，在演示实验的基
础上，投放更多需要幼儿动手实践的实验
学习项目，提高幼儿实验学习参与效度，
解放幼儿实验学习思维。

教师启动实验程序时，需要准确把握
每个实验项目的操作难度及危险性，切合
幼儿实验能力，选择一些取材方便、操作
简单、危险性极低的实验内容展开教学，
将保证幼儿实验安全作为第一要义。向幼
儿证明大气压强的存在时，教师用玻璃
杯、水、纸片便可设计简单的趣味演示实
验。待向幼儿揭示其中的物理原理，教会
幼儿认识到大气压强的存在后，教师考虑
到该实验的材料、操作都较为简单，也不
具备什么危险性，便顺势为幼儿提供实验
器材，组织幼儿各自完成该实验操作学
习。幼儿对这种趣味性实验充满学习兴
趣，都能模仿教师的实验操作步骤，有序
展开实验学习。教师针对幼儿实验过程中
水量不足、纸片放置不合理等问题，有针
对性地进行个别辅导，规范幼儿实验操
作，培养幼儿严谨的实验态度。

2.推进时空探索。
幼儿教师需具备拓展性教学视角，打

破传统活动形式、教学方法的封闭性，解
放幼儿在学习活动中的时间和空间。为
此，教师积极推进时空探索学习活动，用
延伸性较强的实践课题、探究任务，把课
堂“搬到”幼儿的家庭中、生活中，拓展幼
儿认知思维广度，引领幼儿得到更为深刻
的自然教育学习体验。生活实践活动、社

会实践活动是教师推进时空探索的有效
方式，教师要在日常教学中有计划性地规
划、投放这些实践任务。

让幼儿自主完成生活实践、社会实践
学习活动，往往难以保证实践学习效果。
教师要做好拓展教学的有效干预，寻求家
长的积极配合，一同为幼儿高效完成实践
学习活动保驾护航。教会幼儿正确辨识红
绿灯，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参与交通出行
的相关知识后，教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
幼儿展开社会实践活动，带领幼儿到城市
各个交通路口，辅助交警叔叔完成交通指
挥工作。由于参与幼儿人数较多，加之幼
儿分布在各个交通路口，仅靠教师一个人
是很难有效形成教学指导的。教师寻求家
长的帮助，让更多周末有空闲时间的家长
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大大减轻了教师
的教学工作负担，既能保护幼儿社会实践
学习的安全性，又能适时给予幼儿针对性
的行为指导，帮助幼儿认识到遵守交通规
则参与交通出行的重要性，强化幼儿交通
安全知识的学习印象。

幼儿教师要深入解读陶行知“六大解
放”思想和自然教育的理念内涵，正确看
待两种教育理念对幼儿成长发展的促进
意义，通过创设观察契机、推出操作活动、
打开实践时空等多种教学优化设计，解放
幼儿眼界、手脚、思想，诱导幼儿更加主动
思考学习成果，得到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
的多元发展。“六大解放”和自然教育的教
育内涵丰富，与之切合的幼儿教学手段丰
富多彩，教师要具备教学探索精神，围绕
班级幼儿共性特点和个性发展，创设更多
高质量的幼儿教学活动内容，助力幼儿身
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宫盛花.幼儿园自然教育理念与

实践现状调查及优化路径[J].陕西教育学
院学报，2019（04）：23-29.

[2]严晓茜.陶行知“六大解放”思想在
幼儿教育中的实施策略[J].新课程：综合，
2019（10）：11-11.

[3]易孛露.陶行知“六大解放”思想与
幼儿自然教育摭探 [J]. 成才之路，2018
（14）：68-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