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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归纳总结法，对“自我指导学习”的内涵、特征及其引进幼儿园区域活动的意义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教师隐性引领幼

儿在区域活动中进行“自我指导式学习”的支持策略，将教育意图隐藏到区域环境中，蕴含于区域材料中，植入到问题情境中，依

托于家长资源中，为幼儿的自我指导式学习搭建隐形的学习支架，支持幼儿在区域活动中自主设立学习目标，自主选择学习内

容，自主选用学习策略，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获得受益终身的自我指导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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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自主学习为主要特征的幼儿园区域活动中，

由于教师对于自主学习的片面理解，将“放手放权”等

同于“放羊放任”，导致幼儿在区域活动中出现盲目操

作、简单重复已有经验、活动停滞不前等消极问题。

把戴夫的“自我指导学习”引进区域活动，教师通过各

种隐性“导学”策略为幼儿的“自我指导式学习”提供

隐性的学习支架，将教育意图隐藏到区域环境中，蕴

含于区域材料中，植入到问题情境中，依托于家长资

源中，支持幼儿在区域活动中开展“自我指导式学

习”，既能有效解决诸多消极问题，又能帮助幼儿获得

受益终身的自我指导学习能力和方法。

一、自我指导学习的内涵及其特征

何谓自我指导学习？终身教育的主要倡导者之

A Study on Support Strategies for Young Children’s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Regional Activities

LIN Hui-yan
(The Second Kindergarten of Licheng District of Quanzhou City, Quanzhou 362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introduction into kindergarten regional activities by inductive summary method. This paper
also studies the support strategies of teachers' implicit guidance for children's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regional activities, which conceals the educational intention into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contains educational
intention in the regional activities materials, implants educational intention into the problem situation, relies on
parents' resources on hands and sets up invisible learning frames for children's self-directed learning practice.
It supports children to set up learning goal autonomously in regional activities, choose learning content and
learning strategy autonomously, and find problems and solve problems by themselves. Thus children can get
learning benefits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activities for their whol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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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戴夫这样定义: 即个人通过不断地认识具体的学

习需要，并运用适当的方法、资源和学习机会实现这

些学习需要，以便完成个人学习计划和学习活动［1］。

从这一概念的描述，自我指导学习把学习者视为他们

自己学习过程的责任人和管理者。自我指导式学习

整合了自我决策、自我管理和自我调控［2］，其基本特

征主要有三点：第一，学习的自主性。其特定内涵是：

学生个体遵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自主设立学习目

标，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主选用学习策略，独立实施

学习活动，自我调控学习进程。第二，学习的主动

性。自我指导式学习强调学习动机和意志对发起和

维持学习者的努力的重要性［3］。第三，学习的反思

性。自我指导式学习重在认识自己的反思意识以及

自我调控能力的养成上，自我评价反思学习结果并调

整其认知学习策略是自我指导学习者的重要能力。

值得指出的是，自我指导学习和自学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4］。自学，是个体化的、独立的学习方式，而自

我指导式学习既可以是独立地学习，也可以在小组里

互学，还可以是协作性的学习（学习者和教师或同伴

开展合作）。

二、自我指导式学习引进幼儿园区域活动

的意义

在自主学习观念渐入人心的今日，幼儿园区域活

动以其自由、自主、自发的形态特征备受关注。区域

活动在本质上就是个别化的自主学习活动［5］，其个别

化的学习方式最符合学前儿童的学习特点，强调的是

幼儿学习的自主性。当前，教师在区域活动中开始转

变传道授业者的角色定位，开始学着放手放权，还给

儿童更多的自主学习空间［6］。然而，由于对自主学习

观念的片面理解，教师在区域活动指导中走入了另一

个极端，简单地将“放手放权”等同于“放羊放任”，任

由孩子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生怕一干预指导就会被

冠上教育观念保守，阻碍幼儿自主学习的帽子，这直

接导致幼儿园区域活动出现了几个问题：一是幼儿在

区域活动中像一艘艘失去航标的小船，他们盲目地摆

弄材料，活动往往无意义、无目的；二是幼儿日复一日

地简单重复已有经验，活动长时间停留于原有水平，

学习与发展停滞不前；三是幼儿在区域活动中往往各

自为政，同伴间缺乏交流沟通和合作，经验得不到共

享，思维得不到碰撞。

处理好幼儿自主的“学”与教师有效的“导”这一

双边关系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关键。教师的“放羊放

任”之于幼儿恰似大海中的小船失去了航标、建筑工

人失去了脚手架，教师虽然给幼儿充分的自主学习空

间，却未给予他们自主学习方法的引领和有力的支

持。在开放自主的区域活动中，幼儿如何自主地

“学”？终身教育的倡导者戴夫的“自我指导学习”观

点给了我们启示：把“自我指导式学习”引进幼儿园区

域活动，让幼儿成为学习过程的责任人和管理者，让

幼儿在区域活动中进行自我指导式的学习，逐渐学会

自我决策、自我管理和自我调控，具体表现为学会自

主设立区域学习目标，自主选择区域学习内容，自主

选择学习方式方法和学习资源，独立实施学习活动，

自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自主答疑解惑，自主调控学

习进程等。这对解决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存在的现实

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幼儿终身的学习和发展

具有深远的意义。

幼儿自我指导式学习方法的获得，需要教师支持

性的“导”，教师应调动更高的教育智慧，研析更巧妙

的支持性“导学”策略，有效引领幼儿的区域活动方

向，推动幼儿学习进程向纵深发展。

三、区域活动中支持幼儿自我指导式学

习的有效策略

指向“自我指导式学习”的区域活动导学策略，应

是在充分尊重幼儿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充分保障幼儿

学习自主权的前提下进行的，必须是隐蔽性、支持性

的［7］。教师如何采用隐性的方式引领幼儿自主计划、

自主探索、自主发现、自我反思、自我调控、自我完

善？研究发现，教师可将教育目标和教育意图巧妙地

隐藏到区域环境中，蕴含于区域材料中，植入到问题

情境中，依托于家长资源中，为幼儿在区域活动中的

“自我指导式学习”搭建一个隐形的学习支架，化“教”

于无痕，化“学”于无形，支持幼儿在区域活动中根据

自己的兴趣和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去体验和探究自己

感兴趣的问题［8］，独立自主地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问

题的方法，自主地探索和尝试，自发地想象和创造，不

断进行有意义的自我建构。

（一）交互式的区域环境支持幼儿自主探究

区域活动中，教师身份隐退，不再主导幼儿的活

动进程，失去了教师的步步引领，幼儿如何明确探究

方向？如何独立实施学习活动？教师的教育意图如

何传递？教育目标如何融入？我们探索创设交互式

的区域环境，将教师教育意图和教育目标隐藏到每一

面区域墙面中，创设具有互动交流功能的操作图示

墙、问题图示墙、规则图示墙、成果展示墙、情境游戏

墙等，化教师显性的“教”为隐性的“导”，让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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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式区域墙面充当“无声”的老师与幼儿积极对

话，隐领幼儿明确探究方向，获得操作方法，支持幼儿

在区域活动中自主探索学习路径、自主探寻学习方

向、自主计划、自主管理、自主交流。

1.操作图示墙指明学习路径

操作图示墙即将区域材料的操作方法、操作步骤

以图示的形式呈现在区域墙面上，为幼儿的学习活动

提供清晰的操作路径，支持幼儿通过自主观察图示、

解读图示、操作尝试进行有方向的自主探索。如：数

学区的“跑腿购物”游戏，我们将“跑腿购物”流程绘制

成图示呈现在区域墙面上，帮助幼儿明确该游戏的操

作流程：先找到顾客——记录顾客购物清单——到超

市购物——计算商品单价和总价——送货收钱。形

象直观的操作图示墙充当了无声的教师，有效传递了

活动要求和活动步骤，有效解决了幼儿无目的无方向

的盲目活动问题，同时提高了幼儿观察、解读、辨识图

示说明的能力，促使他们的自我指导学习能力得到较

好的发展。

2.问题图示墙隐领探究方向

问题图示墙即教师根据对幼儿活动进程的观察

及活动拓展方向的判断，有意识地将教育目标、探究

方向等教育意图隐含在问题图示中，隐性引领幼儿围

绕问题图示进行思考、探究、操作、尝试，由单一的活

动拓展出多元的活动，在原有经验基础上建构更丰富

的新经验，从而获得更有意义的发展。问题图示墙创

设有两种：一是设想性问题图示墙，可以隐领幼儿在

活动前进行自主计划。当某一区域中增加了新内容，

我们以图示形式抛出设想性问题，引导幼儿对活动的

玩法进行多种设想和假设，尝试对新的活动内容进行

自主计划。例如：中班科学区新投放了“树洞取球”材

料，我们在区域中呈现了设想性问题图示：如何取出

树洞里的球？鼓励幼儿大胆设想树洞取球的各种玩

法。孩子们围绕问题借助已有生活经验进行大胆设

想，涌现了许多奇思妙想：有的说用水灌，有的说用钓

鱼竿取，有的说用桶取等。教师鼓励幼儿将各自的设

想运用图示形式进行记录，张贴到问题图示墙上，这

些设想就是孩子们的活动计划，他们将这些活动计划

付诸实践，进行探索和验证，其活动的目的性和方向

性更加明确。二是递进式问题图示墙，可以隐领幼儿

在活动中明确探究方向。在区域活动动态发展进程

中，教师根据对下一步活动拓展方向的判断设置递进

式问题墙，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表及里地抛出“如

何***？怎样***？”等递进式问题，层层递进、步步深

入地引导幼儿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隐领幼儿

新的探究方向，推动幼儿的探究活动不断地衍繁和拓

展。如：在大班科学区“玩转气球”的动态发展进程

中，教师追随孩子的活动进程陆续设置了几个点拨式

问题图示：如何充气球？气球如何扎紧？气球还能怎

样玩？怎样让气球沉下去？等，一个个问题图示不断

为幼儿指明了新的探究方向，启发幼儿多角度多层次

地对气球的玩法进行持续深入的探索，使原本单一的

活动内容得以有意义的拓展，不断生发出丰富多元的

新内容。

3.规则图示墙支持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能力是自我指导式学习的关键能力，以

自主独立为特征的区域活动对幼儿的自我管理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孩子们如何了解规则？如何调

整自己的行为？如何与同伴友好合作？如何学习自

律？规则图示墙的创设能有效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规则图示墙由幼儿来创设，教师引导幼儿根据每个区

域活动的不同特点及活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展开讨

论，协商并梳理出每个区域的操作规则、社会交往规

则、行为规则等，鼓励孩子们用图示记录并呈现在区

域墙面上，让孩子们用自定的规则进行自我管理。

如：语言区小喇叭广播站的“广播员注意啥？”规则图

示墙，孩子们根据游戏中遇到的问题讨论并绘制一系

列游戏规则，我们将之呈现在区域墙面上，提示广播

员共同遵守游戏规则：开播前先讨论绘制播报稿——

播报时要仪表整洁、保持微笑——听众不能随意打断

广播员播报、不能插话——采访嘉宾要提前预约——

每天活动后要交流播报情况，及时用图示记录。规则

图示墙的创设帮助孩子们学会了自主管理，在有效提

高幼儿规则意识的同时，推助了幼儿理解环境、处理

关系的社会能力发展。

4.成果展示墙促进交流共享

成果展示墙即在区域墙面上设置“我的新发明”、

“我的新探索”、“我的新玩法”，“我的新问题”等栏目，

将幼儿活动中的种种新发明、新创作、新问题、新需要

等以图示、图片、实物、作品等形式动态性地展示在区

域墙面上，让幼儿以区域环境为媒介，互相交流、互

相学习、互相启发，激发进一步的创造。如：大班动

手区的夹食物喂小动物游戏，一个孩子自主对玩法

进行变通，创新出管道夹物新玩法。我们及时拍摄

下他的这一新发明，以图片的形式呈现在“我的新探

索”栏目，伙伴们在活动中争相效仿他发明的更有挑

战性的管道夹物游戏，在模仿学习的同时尝试进一

步发明创造，由此生发出暗箱夹物、隧道取物等一系

列更具挑战意义的玩法，整个活动在幼儿同伴的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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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启中不断地延伸和拓展。成果展示墙成为孩子们

智慧共享的对话空间，将幼儿同伴联结成一个优质的

学习共同体。

5.情境游戏墙促发学习动机

情境游戏墙即在区域环境中创设幼儿喜闻乐见

的游戏情境和生活情境，并赋予其互动操作功能，让

幼儿依托于某一游戏角色在游戏情境中自主操作练

习，在快乐自主的操作游戏中获取各种有益经验。

如：数学区“快递公司”的情境游戏墙，教师在墙面上

创设了快递公司情境，其中分设了层级分类统计区、

派件区等操作版块。幼儿扮演快递员的角色，在分类

统计区将当日快件按照快递单上的地址进行层级分

类，再运用序数经验将快件送到各个小区具体的房

间，最后运用加减运算经验算出快递单上的电话号

码，打电话给买家确认收货。情境游戏墙的设置将区

域学习活动游戏化、情境化，支持幼儿自主激发其内

在学习动机，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游戏中去，

在快乐游戏的同时进行有意义的学习。

（二）生态化的区域材料支持幼儿自主创造

在个别化的区域活动中，幼儿通过摆弄、操作、

探索材料来建构经验。不同的材料引发幼儿不同

的探索行为，直接影响到幼儿的认知和发展［9］。研究

发现，生态化的区域材料能充分激发幼儿的创造性

思维，诱发幼儿的创造行为，成为幼儿想象和创造的

载体。

生活中很多随手可得的废旧物品都是生态化的

材料，如：竹梯、轮胎、纸箱、盒子、瓶子、木块、泡沫、电

线、水管、纸筒等，这些材料结构化程度低，无明确的

操作目标和操作方法，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探

索的空间，具有多方向多角度的重组再造可能，能为

儿童的想象和创造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我们发动幼

儿一起收集这些生态化的材料，开放式地投放到区域

中，不限定材料的目标，不讲解材料的操作方法，不限

定操作的时间节点，让幼儿以自己的喜好、经验、方法

自由自主地与材料互动，引发开放性的思维，尝试变

通组合、创新玩法，探寻生态化材料无限的创造空

间。如：运动区投放的竹梯，在孩子们的无限创意中

成为“百变玩具”：高低不同的竹梯与轮胎组合变身

“迷宫挑战区”；竹梯架在油桶上变身“铁索桥”；坐到

梯子上让小伙伴抬着走变身“竹轿子”；竖起来推着油

桶滚动变身“大推车”；铺到地板上玩玩“跳格子”民间

游戏；架到树干上爬上去玩玩“掏鸟屋”游戏……孩子

们不断地变通组合，乐此不疲地探索着新的组合方式

和新的玩法，在活动中走、爬、跳、钻、推多种动作结

合，享受着自主创造的成果，创造性思维潜能得以充

分的挖掘和激发。

（三）启发式的问题情境支持幼儿自我突破

区域活动中，幼儿的自我指导学习往往基于原有

的经验水平，他们借助已有经验操作探索，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然而，由于幼儿已有经验的贫乏和探索能

力的有限，他们在活动中会日复一日地重复已有经

验，导致活动停留于原有水平；有时会遇到一些认知

障碍，陷入学习困境，导致学习活动停滞不前。对于

这种种情况，教师可以采用启发式的问题情境策略

架构起幼儿自主的“学”与教师有意的“导”之间的桥

梁［10］，在对幼儿活动充分观察、解析、判断的前提下，

根据幼儿活动的不同情况，判断幼儿的具体需要，对

症下药，创设针对性的问题情境给予幼儿必要的启发

点拨，引发幼儿的认知冲突，促使幼儿对其活动进行

自我反思并调整其认知学习策略，助力幼儿自主消除

学习障碍、破解认知结，发散思维、拓展活动，从而推

动幼儿有意义的学习活动持续纵深发展。

1.点拨式问题消除认知障碍

当幼儿遭遇认知障碍导致活动难以继续或者干

脆放弃时，教师应先运用专业眼光深入分析：幼儿存

在什么认知障碍？他们当前面临的是什么困难？进

而借助当时的情景提出“为什么？你发现了什么？”等

点拨式问题引导幼儿找到问题所在，支持幼儿思考解

决问题的办法。例如：小班建构区中某一幼儿拼了一

个平面房子，遭遇了“平面房子一放手就倒”的困境，

他反复试了几次，房子总是站不起来，最后，他懊恼地

把拼好的平面房子丢到了一边，放弃了活动。孩子遭

遇的难题成了他们探索进程中的障碍。此时，教师可

以提供玩具房子模型并设置点拨式问题：“比比看，为

什么我的小房子能站得稳稳的，而你的却一放就倒？”

“这两座房子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的

小房子也站得稳稳的？”一连串点拨式问题启发该幼

儿通过观察比较发现了平面房子与立体房子在结构

上的不同，促使他自我突破障碍，展开了新一轮的改

进活动，半途而废的活动成功得以延续和发展。

2.集思式问题解决学习难题

当幼儿在区域活动中出现一些值得探究的共性

问题时，教师提出“谁有好办法？谁有好主意？”等集

思式问题，引导幼儿群体围绕问题的解决广泛讨论和

理性思考，对当前问题的解决提出多角度的假设，并

在活动中进行积极尝试和验证。例如中班科学区的

“球儿冲浪”游戏，出现了球到处乱滚的共性问题，教

师在活动后针对此问题设置了集思式问题情境“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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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办法让球不到处乱滚？”引导幼儿群体设想解决此

问题的多种办法。孩子们基于各自的生活经验，设想

了多种好办法，有的说：“拿筐子放在坡道下面，让球

滚到筐子里”；有的说：“可以设计球门，让球滚到球门

里”；有的说：“可以设计挡板，挡住球的路”；有的说：

“可以在坡道下面挖个洞，让球直接滚到洞里”……教

师肯定了孩子的种种设想，并留出探索空间：“到底哪

个办法最好呢？请你们明天都去试一试。”集思式的

问题利用幼儿同伴间的智慧共享解决操作难题，同时

能培养幼儿在面对各种问题时，多角度地思考和探索

解决方法，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

3.发散性问题激活想象创造

当幼儿在活动中出现了某一有价值的创新点时，

教师可以请幼儿在集体中展示富有创意的操作，引导

幼儿同伴互启互学并进一步创设发散式的问题情境：

“还可以怎样？还有什么？还能怎样？”等，促使幼儿

打开创造性思维的闸门，对材料的玩法进行多角度、

多层次的拓展，从而推进区域活动深度发展。如：大

班动手区的某一幼儿独具创意地运用扑克牌制作了

一件古代战甲，活动结束后，我先请她穿上扑克战甲

在集体面前展示，让其他幼儿一起来欣赏和学习，并

进一步抛出发散式问题：“想一想，还可以运用哪些材

料制作古代战甲”？促使孩子们积极迁移运用已有经

验发散思维，大胆想象，产生了“用积木制作”、“用酸

奶瓶制作”、“用瓶盖制作”等奇思妙想，活动伴随着孩

子们创意源泉的涌现得到了丰富的拓展。

4.挑战性问题推助自我超越

区域活动中，当幼儿的自我指导学习停滞于已有

经验和水平时，如何帮助他们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建

构新的经验，获得高一层次的发展？教师可以创设挑

战性的问题情境向幼儿发出适度的挑战，推动他们的

活动向更高层次发展。如：大班科学区的光影密室

中，两个孩子在一次偶然的操作中发现了在手电筒上

套上有颜色的辅助物能使灯光变色，于是，在整周的

时间里他们都在玩让灯光变色的游戏，用彩色纸包、

用纸杯套、用彩色笔涂……每天都重复简单的操作，

这对于大班的孩子来说太简单了。基于对大班幼儿

学习能力的分析和最近发展区的判断，教师进一步向

幼儿发出挑战：“你们照出来的光影都是圆形的，谁能

让光影变出各种不同的形状？”这一问题引发了孩子

们的思维风暴，孩子们新一轮的探索活动启动了。一

个孩子找来花片贴到手电筒的光束上，变出了花型的

灯光；旁边的小伙伴们受到启发，纷纷跑到百宝箱中

找来跳棋盘、水果网、多棱面塑料片、磁性片等不同形

状的材料，乐此不疲地玩起“灯光变形”游戏；有一个

孩子更是突发奇想，找来一个水晶球，用手电筒一照，

光束折射出螺旋形的星光，布满整个灯光密室，小伙

伴们惊叹不已。挑战式的问题情境促发了新的探索，

激励孩子们实现自我突破，促使孩子们的探索活动从

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11］，从单一经验建构起丰富多元

新经验。

四、助教式的家长资源支持幼儿自主答疑

解惑

对于幼儿园来说，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家长是一个

取之不绝、用之不尽的资源库，对幼儿园教育具有重

要的利用价值。由于家长职业的多样性和专业性，他

们不但能为幼儿园课程的实施提供充足的物质资

源，更能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支持探索进程中的幼

儿自主答疑解惑。家长助教支持策略可以分为亲子

探究式的家庭助教支持和参教式的入园助教支持两

种形式。

（一）参教式的入园助教支持幼儿自主答疑

在道法自然、回归生活理念指引下的幼儿园区域

活动呈现出自然性、生活化的总体趋势，其内容涵盖

了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和包罗万象的各种生活

常识，开展这些活动需要大量的知识信息作为支撑。

而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家长的知识经验总是能涉及多

个领域，恰似一本百科全书，大大超过了幼儿园教师

熟悉的领域。把家长资源——这一百科全书请进幼

儿园的区域活动，充分利用其职业的多样性和专业

性，让他们以参教者的身份与幼儿互动交流，帮助幼

儿答疑解惑、扩充信息，能及时满足幼儿在活动中生

发出的各种活动需要。如：大班科学区的孩子们玩起

“气球长头发”的摩擦起电游戏，他们模仿电视上的叔

叔，先将气球在衣服上裤子上摩擦几下，再去吸毛线，

结果却一条毛线都未能吸起来。他们不甘失败，自发

调整方法进行了多次尝试，增加力度使劲在衣服上摩

擦、加快摩擦速度快速地在衣服上摩擦，却始终未能

成功。难道电视上的叔叔是骗人的？孩子们带着疑

虑向教师求助，教师试验了几次，也未能成功，于是打

电话向中学物理老师宇航爸爸求助。下午，宇航爸爸

带着毛衣、皮衣、尼龙衣三件不同材质的衣服来到了

幼儿园，与孩子们玩起“气球长头发”的游戏。宇航爸

爸先请三个孩子（穿棉质校服）上台来玩一次游戏，全

都失败了，他让三个孩子分别穿上毛衣、皮衣、尼龙衣

再玩一次游戏，这下气球很快吸起了一大堆的毛线，

长出了很多头发。孩子从两次游戏的实验和比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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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发现了气球的吸力与摩擦的衣服质地有关，在宇

航爸爸带来的皮毛类、尼龙针织类的衣服上摩擦，气

球能产生吸力，在自己身上穿的棉质校服上摩擦不能

产生吸力。接着，宇航爸爸拿来一张湿纸巾在三件衣

服上擦拭了几下，让三个孩子又玩了一次游戏，结果

这次游戏又都以失败告终。孩子们在慨叹中又有了

新的发现，气球的吸力还和摩擦物的干燥度有关，在

湿了的衣服上气球也不能产生吸引力。

可见，家长专业资源的充分挖掘和利用能为幼儿

区域活动中的自我指导学习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能为

幼儿乃至教师及时扫清很多知识经验上的障碍，帮助

幼儿积累丰富的超越教科书的有益经验。

（二）亲子探究式的家庭助教支持幼儿自主解惑

亲子探究式的家庭助教适用于两种时机：一是当

幼儿出现了操作难题受其困而不得解时，教师可以让

幼儿带着问题回家与家长共同讨论，开展亲子探究活

动，在共同探究中引导幼儿找到问题所在，获得相关

知识经验。如：大班科学区的“光影密室”活动，丞烨

在活动中遇到了“手电筒亮不起来”的操作难题，他反

复地尝试更换电池后仍未成功。显然他对“手电筒要

装上电池才能亮起来”是有相关经验的，却缺乏正确

安装电池方法的知识经验，这对于幼儿来说是一个很

好的学习契机。教师让幼儿把这个问题带回家，与家

长开展亲子探究，共同查找“手电筒不亮”的原因，在

家长的引领下，丞烨发现了手电筒中有+和-号，电池

的两端一边是凸出来的，一边是凹进去，获得了电池

有正极负极之分，装电池时手电筒与电池的正负极标

记要对应的知识经验。教师让丞烨把自己的新发现

画成图示贴到科学区中，并鼓励他以“小博士”的身份

在集体中介绍，家长助教资源得以共享，为幼儿的自

我指导式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支持。二是当幼儿生成

新的活动内容急需信息支撑时，教师可以让家长带领

幼儿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调查、社区访问等形式开展

亲子探究活动，帮助幼儿扩充相关信息，支持新活动

的生成和开展。如：中班生活区生成了“服装干洗店”

新游戏，幼儿由此生发出了诸多问题：衣服上的血渍、

笔渍怎么清洗？衣服上锈斑、黄斑怎样去除？哪些办

法可以去除起毛衣物上的毛球？松紧腰头的裤腰松

了怎么办？……教师让家长带领幼儿围绕这些问题

查阅书籍、上网搜索，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料，并以图文

结合方式记录，在生活区中创设了信息资料专栏。有

了这些信息的支持，幼儿的操作探索内容得以拓宽，

用牙膏试一试、用漂白粉泡一泡、用白醋搓一搓……

多种信息多种方法多种尝试，孩子在操作、尝试、比

较、验证中，获得了衣物巧去污的丰富生活经验。同

时，家长在带领幼儿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的过程

中，就为幼儿提供了很好的自我指导学习方法的范

例，幼儿同时获得了自主查阅资料，获取知识信息、自

我答疑解惑等自我指导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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