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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schema theory not only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 area games, but also provides operational technical support. It helps teachers better apprehend

children’s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qualities, and at the same time helps teachers improve their level of

precision guidance for area activities varying from area to are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learning

behaviors in area activities were researched by using methods of observation, case analysis and text analysis.

The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four schema types such as containing and enveloping schema, dynamic circular

schema, dynamic vertical schema and dynamic back and forth schema are emphatically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o interpret children’s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schema have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ypicality, stability, expansibility and consistency. On this basis,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sugges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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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式理论研究不仅为幼儿园区域游戏的开展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支持，在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

幼儿学习特点与学习品质的同时也提升教师对区域游戏活动因区而异、精准指导的水平。本研究采用观察法、案例分析法和

文本解析法对区域游戏中幼儿学习行为的特点进行了研究，在重点梳理与分析覆盖—容纳、动态旋转、动态垂直、动态来回四

种图式类型行为特点的基础上，对幼儿的学习特点进行解读，同时发现不同类型图式存在着典型性、稳定性、发展性和一致性

等共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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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幼儿园教育强调以儿童为本位，以课程游戏化

为主要实施途径［1］，因此区域游戏的实施与开展在幼儿

园越来越受到重视。区域游戏能让儿童在自主探究学习中

融合五大领域的学习，这种以自我探究为主的活动能满足

儿童的个别化需要，培养幼儿良好的学习品质［2］，但这离

不开教师的观察和指导。教师只有通过观察、解读幼儿

的学习行为并提供适宜的支持和指导，才能将幼儿为本

的教育理念落实到教育实践［3］。当前幼儿园区域游戏的

开展陷入困境，原因有二：一是区域游戏的开展缺乏强有

力的理论指导，幼儿园现有的教育理念没有给区域游戏

的观察与指导提供扎实而可靠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支持，

不能帮助教师将科学的教育理念转化为有效的实践指

导策略；二是教师观察时目的性不强、指导策略不当［4］、

有效的教育支持较少［5］、指导方法严重欠缺 ［6-8］，游戏指

导无力，导致教师不能根据幼儿学习与发展的需要提供

高效而精准的指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幼儿教育的理

论工作者们引进了国外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但大部分

教育理论都缺乏行之有效的操作指标，不能从根本上解

决教师对幼儿学习与发展的观察问题。

20世纪60年代，英国发起了福禄贝尔幼儿教育项

目的研究，该项目最重要的成就是发现了幼儿的图式，即

幼儿在各种课程内容、背景、具体经验中表现出来的行为

和思维模式。在众多的相关研究中，尤以克莉丝艾希的

研究最为系统和全面，她通过观察、记录幼儿在托幼机构

和家庭中的自主游戏与学习行为，将幼儿的学习行为进

行筛选、编码和归类，同时结合幼儿绘画作品所呈现出来

的内容与形式，将幼儿的图式分为八种类型：覆盖—容

纳、动态旋转、动态垂直、来回、在上方或下方穿过、围绕

边线运动、穿越边线、“思维”，四个发展阶段：运动水平、

符号表征水平、功能依赖关系和思维水平［9］，帮助教师从

幼儿学习方式、学习策略及经验获得三者的分析上解读

幼儿的思维，并据此设计符合幼儿发展需要的个性化课

程，让教育者以幼儿为中心提供适宜的教育支持。

图式理论研究重视教师的观察和指导，强调幼儿的

自主探究与学习，要求教师从幼儿外部的行为表现来分

析其内在的学习特点，创设并提供适合幼儿年龄与学习

特点的课程与游戏支持策略，这种教育模式与我国幼儿

园实施的区域游戏模式较为接近，尤其是与区域游戏课

程化的教育导向是一致的。同时，该研究既总结了幼儿

行为的分类标准，又提供了幼儿行为与思维解读的理论

基础与分析方法，其所折射出来的教育理念与《3-6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所倡导的教育观

和儿童学习观，尤其是“做中学”的教育理念高度契合。

图式联结个体外部的行为方式和内部的认知过程，幼儿

在游戏中将亲身体验和直接感知，经过迁移、归纳、推理，

最终内化到认知过程中形成智慧，这也正是图式发生、发

展的过程。本研究将图式理论引入区域游戏的观察和指

导也是一种新的、合理的实践尝试。

二、研究设计

（一）区域游戏的选定

选择观察区域游戏是因为区域游戏最能反映幼儿

的游戏兴趣，同时教师的干预较少，通过对幼儿游戏中的

行为观察能较为客观地推断幼儿的行为与学习特点。本

研究根据A幼儿园区域游戏开展的现状以及幼儿在活动

区的行为表现，选定角色游戏区、建构区、美工区和户外

运动区作为定点观察的区域，确定3岁、4岁、5岁的幼儿

各4名，其中男女各半，一共12名幼儿进行观察和记录。

选择不同年龄是因为年龄对幼儿的学习行为表现有影

响，这样做也是为了确保研究的客观性。

（二）学习行为的取样与编码

本研究主要采用观察法，运用时间取样和事件取样

两者结合的方式进行个案观察，每个幼儿每周观察2—3

次，每次观察30分钟，为期2个半月。观察时，研究者全

程拍摄幼儿的游戏活动，再将录像资料转化成文本，在转

化的过程中客观、真实地记录幼儿的动作、语言、与同伴

的交往与互动等情况。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尽量做个透

明人，只在活动结束后对其进行适当的询问，如：“你这个

拼的是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这样玩？”“你是怎么想的？”

等以便了解幼儿的想法。然后将每个幼儿的每个活动整

理成观察文本，先检索出有效的学习行为，再根据克莉丝艾

希的行为编码系统进行编码和分类。

肖圆，曹中平，彭文玲：区域游戏中幼儿学习行为的图式论解析 37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6期

（三）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研究者将收集到的录像资料、照片、绘画作品等进

行筛选和整理，剔除无效样本，并对其进行简单的频次统

计，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有效观察记录进行概括、推

理、分析和解读，最终推导出幼儿的图式类型，再结合案

例分析法对幼儿表现出的行为与学习特点进行解析，探

究不同图式类型幼儿的学习特点。此外，在分析幼儿的

图式特点时可根据其绘画作品中所呈现的符号元素，并

结合幼儿对绘画作品的解读进行补充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区域游戏能为幼儿的自主探究学习提供可能，而

3-6岁的幼儿又以直观行动思维为主，所以用图式理论

来解读与分析区域游戏中幼儿的学习行为与特点较为合

理。教师对幼儿的图式了解得越多，就能更有效地理解

和解释幼儿的行为并精准地指导其学习和活动，满足幼

儿的个性化需求并促进其智力的发展。

（一）区域游戏中幼儿学习行为的类型分布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有效样本的观察与分析共检索

出240条学习行为，进行行为编码分类后发现，还有25条

学习行为无法归类，具体结果见表1。由于存在一定的

文化差异，本研究结合我国幼儿园区域游戏的特点，将八

种图式类型的命名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其中，将“在上方

或下方穿过”定义为穿插，将“思维”定义为言语行为，其

他不变。

表1 幼儿学习行为的图式类型及其分布

从表1可知，覆盖—容纳图式出现频率最高，动态垂

直、动态来回、动态旋转图式依次次之，另外四种图式类

型出现较少或没有，这也许跟英国托幼机构主要实施开

放式的、个别化的教育模式有关，而我国幼儿园的课程模

式偏向集体教学，区域游戏的开展也有我国独有的特点，

当然，样本量少、观察时间短也是原因之一。

在本研究中检索出一些有意义但又不属于八种图式

类型的学习行为，统称为其他行为。经过统合与分析，我

们将幼儿的发呆、沉思、等待等行为归为潜伏性学习行

为。潜伏性学习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隐性的学习行

为，它们并不明朗，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因为幼儿进入区域

游戏前需要时间来思考、规划自己的活动，但这个时期的

行为对其后续的游戏活动可能有重大的影响，所以这种潜

伏性的学习行为其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很有可能

是幼儿进入深度自主学习的前奏，教师也应该对其重视。

（二）区域游戏中幼儿不同学习行为的图式论解析

本研究中，具有覆盖—容纳图式的幼儿有5名，具有

动态旋转图式和动态垂直图式的幼儿各2名，具有动态

来回图式的幼儿1名，1名幼儿的图式类型不明确，还有1

名幼儿同时表现出两种图式特点，故定义为复合型图

式。由于区域游戏是幼儿的自选游戏，个体经验的丰富

性、教师的游戏支持与指导等因素都会影响幼儿对游戏

类型的选择，导致幼儿表现出一定的游戏偏好。本研究

将结合观察结果对上述五种图式类型的幼儿在不同区域

游戏中的学习行为特点进行解析。

1.覆盖—容纳图式中的学习特点

这种图式类型的幼儿喜欢探究与“藏”“覆盖”“内

部”“容纳”等概念有关的内容。他们喜欢玩的相关的活

动有：捏具有覆盖和容纳关系的物品、搭建具有内部空间

结构的物体、用一个物体覆盖另一个物体、将某个物体藏

起来、打洞、钻进小房子等活动，幼儿使用的语词也与“覆

盖”和“容纳”的概念有关。

例如，在户外运动区，有的幼儿不仅喜欢到处找地

方当成自己的家，还喜欢钻进自己的“小家”里与外界隔

离并藏起来，其语言也大量使用与容纳有关的词语，如

“我想进去了”“这是我的家”“快将门关上”等。在美工

区，有的幼儿喜欢将橡皮泥擀成饺子皮包住小圆球，变成

蚕豆或者饺子，然后放进锅里煮；或者喜欢将切碎的橡皮

泥放进盒子里，这是“容纳”概念的另一种外显活动。在建

图式类型

覆盖—容纳

动态垂直

动态来回

动态旋转

言语行为

穿越边界

穿插

围绕边线运动

总计

出现频次

68

51

46

41

7

2

0

0

21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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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区，幼儿非常喜欢用圆形积木搭一个立体的空间，并将

这个空间封住，或者在建筑物的底部埋一个玩具或其他物

品，幼儿所使用的语言与其图式类型是相匹配的，如“里面

有汽车”“里面住了人”“这里有很多工具，都要放在这个房

间里”等。在角色游戏区，这类幼儿特别喜欢待在娃娃家

做菜，尤其喜欢将各种食物放进电饭褒里煮或者在锅里

炒，并盖上盖子；还喜欢躲在娃娃家的桌子底下。

覆盖—容纳图式的幼儿在活动中经常会使用与“覆

盖”和“容纳”概念相关的词语，如“家”“躲起来”“里面”“进

去”“门”“盖起来”等，还会有相关的行为表现，如封住空

间、封闭图形、搭房子和门、藏、盖、躲、填满、包裹、煮等。

这些动作和语言在幼儿的思维活动中具有较高的内部一

致性，既是他们丰富和扩展已有经验的有效手段，也是其

思维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这些基本概念形成后，幼儿

就开始理解有关容积和表面积的概念，为未来的学习做

准备。

2.动态旋转图式中的学习特点

这种图式类型的幼儿喜欢探究圆周运动，尤其喜欢

探究与转动和旋转有关的活动，对做圆周运动的物体或圆

形的物体特别感兴趣。在探究中，幼儿对物体的空间位移

形成了相关的图式认知，如转圈、开车、滚球、转陀螺等。

例如，在户外运动区，有的幼儿不是在操场上开自

己带来的小汽车就是将玩具当成汽车开，利用开车来探

究圆周运动，并在游戏中积极呈现已有的生活经验，如践

行交通规则、救火等。在建构区，有的幼儿喜欢拼插以圆

形为主的物品，如蛋糕和房子，虽然有的造型略有不同但

命名都极其相似；他们还喜欢插“雪花状”旋转形物体，插

的方式采用螺旋形或旋转形，有的幼儿还喜欢转动圆形

的物体，如陀螺、圆盘等；大班幼儿喜欢用积木搭高楼，每

次搭的时候都是螺旋向上搭的，他们不仅考虑了物体的

空间位置，同时对静态结构（楼房围成的闭合空间）和圆

周的轨迹（围绕这个空间旋转的动作）表现出兴趣。在美

工区，他们喜欢用橡皮泥捏各种圆形作品，如小人或动物

的头、身体、苹果、糖葫芦、包子、面包、圆盘等，画画时，喜

欢使用圆形来标记物体。在角色游戏区，他们特别青睐

一切圆形的玩具，如汉堡、包子、汤圆等，喜欢将这些圆形

的材料转来转去，也喜欢在角色游戏区玩开车的游戏或

在里面转圈。

动态旋转图式的幼儿喜欢在运动时做圆周运动，在

游戏活动中使用与动态旋转概念有关的词语，如“滚”“圆

形”“转动”“旋转”“开车”等，并用这些语言来描述当前的

操作活动，如“我在做圆圆的大盘子”“（插好的雪花片）可

以滚了，可以滚了！”“（插好的积塑玩具）转动了，转动

了！”等，他们所选择的玩具也都是能做圆周运动的物体，

如车、滚筒、串珠、圆形的积木等，其思维活动的内容来源

于个体的主动探索，而不仅仅是被动感知，通过这种活

动，不仅能丰富和扩展幼儿的已有经验，还能加深其对这

些生活经验的理解。

3.动态垂直图式中的学习特点

这种图式类型的幼儿喜欢探究有关高度的概念、进

行与高度有关的活动。在幼儿的探究过程中，他们会面

临一些挑战，战胜这些挑战则有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解

长度、平衡、距离和对称的概念。

例如，在户外运动区，他们特别喜欢玩滑滑梯，享受

从上到下滑的过程，活动内容虽然较为单一，但图式特征

明显。在建构区，幼儿喜欢将所有游戏材料连成一条直

线，如将插筒一个接一个插在一起来增加直线的长度，这

条直线可能是水平的，也有可能是垂直的，很少有别的形

式出现；或者，在拼插好的作品中，将一个作品放在另一个

作品的上面，如滑板车就是将“T”形立在十字架上，飞机的

主体部分上面设置了一个螺旋桨，这些都表明了幼儿对立

体空间的认识，也体现了他们对某些数学概念的理解，如

“对称性”“空间方位”“长度”等；他们还喜欢通过增加材料

的方式来增加建筑物的垂直高度，如将积木一根一根往上

垂直叠高来搭建高楼，在游戏中喜欢运用长度和空间概

念，还喜欢通过移上移下的方式来改变物体的高度，并在

这个过程中探索“上”“下”的概念。在角色游戏区，有的幼

儿喜欢将玩具举得高高的，或者在空中甩，然后垂直往下

掉，并不断重复这个过程，或者，喜欢让娃娃爬楼梯。在美

工区，他们喜欢画画，尤其喜欢使用垂直的线画图，高楼、

大树、梯子等形象在他们的画中频繁出现。

动态垂直图式的幼儿喜欢垂直向上或向下的活动

或物体，经常会使用“上”“下”“高”“低”等概念，相关的动

作有搭建较高的物体、将物体举高或放下、探究物体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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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并在自己的建构作品与绘画作品中大量使用水平

的线和垂直的线。

4.动态来回图式中的学习特点

这种图式类型的幼儿对物体在两点间的来回运动

感兴趣。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幼儿在户外活动中都喜

欢来回奔跑，表现出一定的来回运动行为，但在其他活动

中较少出现该种行为，所以动态来回图式在大部分幼儿

的图式中并不占主要地位。

在本研究中，只有一个小班幼儿是以动态来回图式

为主的，并且她的行为表现出高度重复性。在户外运动

区，她经常在操场的两端来回跑，并乐此不疲，有时老师

不得不强迫她停下来休息一会再玩。在角色游戏区，她

每次去娃娃家玩的过程和内容几乎都是重复的，如喜欢

在厨房、橱柜以及桌子三者之间来回穿梭，做饭和炒菜只

是她在这三者之间来回穿梭的理由。该幼儿在玩其他游

戏如桌面操作、地面建构、美工活动等时，游戏的坚持性

都较差，这也导致我们的很多观察记录是无效的，无法分

析其图式特征在其他游戏中的表现。导致这种现象出现

的原因一是因为该幼儿年龄小，游戏经验不够丰富，二是

因为兴趣使然，当然，教师的引导与支持也是重要原因。

动态来回图式的幼儿喜欢探索物体的空间水平位

移活动，最常使用的动作是来回穿梭、来回甩动，在绘画

作品中喜欢使用水平的直线，这些前期的探究经验也为

她后续的学习奠定基础。

（三）复合型图式中的学习特点

复合型图式是指在幼儿身上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

较为明显的、占优势地位的图式，具有这种图式的幼儿在

活动的过程中通常同时表现出两种或更多种图式行为。

在本研究中，只有一个幼儿具有复合型图式，在他身上同

时显现出覆盖—容纳图式和动态旋转图式，当他在建构

区进行建构活动时，覆盖—容纳图式占主要地位，当他在

户外运动时，动态旋转图式占主要地位，这两个图式相得

益彰，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幼儿思维的发展。

四、讨论

不同图式类型中表现出的学习行为特点虽然各不

相同，但是作为图式本身，它们却有一定的共通性。

（一）图式的典型性

具有明确图式类型的幼儿的动作、言语以及作品与

其图式类型相匹配，其思维型式具有典型性。

例如，在建构活动中，同样是搭建门，覆盖—容纳图

式的幼儿对“门”的探究与“内部”和“容积”的概念有关，

而动态旋转图式的幼儿关注的是门的转动，动态垂直图

式的幼儿关注的是门的高度，动态来回图式的幼儿关注

的是门的来回移动。

在绘画作品中，具有不同图式类型的幼儿的绘画作

品采用的标记和表达的内容也都呈现出与自身图式相匹

配的特征。例如，动态旋转图式的幼儿酷爱圆形的物体，

他们的绘画作品较多地采用圆形标记，命名也与圆形物

体有关，如包子、蛋糕、头、眼睛等；动态垂直图式的幼儿

的绘画作品较多地采用直线来表征物体，尤其是水平的

线和垂直的线，最常见的内容有大树和高楼，此外，梯子、

直升飞机、长颈鹿等在其作品中也有表征。在主题画“海

底世界”的作品中，具有动态旋转图式的幼儿所画的“海

底世界”着重表现海里的小鱼所吹的圆形气泡，而具有动

态垂直图式的幼儿所画的“海底世界”着重表现上层的海

底动物与下层的海底动物之间的互动，体现出“向上”和

“向下”的概念，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幼儿图式类型的差

异，也呈现出与图式特征高度吻合的典型性特点。

具有不同图式类型的幼儿在看待同一个物体或事

件，或者玩同一种类型的游戏时，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思维

型式赋予事件相应的特点，个体的思维型式与思维内容、

行为探究、言语表达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二）图式的稳定性

幼儿的图式较为稳定，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一

致。有的幼儿图式特征较为明显，在观察的初期就能显

现，有的幼儿图式特征较为隐蔽，需要反复观察与甄选才

能确定，但这种稳定的行为模式始终如一，在一定时期内

保持不变，并影响其活动的内容。

图式的稳定性让教师可为幼儿提供一系列的教育

支持来保持其好奇心与学习兴趣，这与《指南》所倡导的

关注个体差异、重视学习品质的培养要求是一致的。图

式的稳定性使教育者可实施与幼儿图式相匹配的系列课

程，进一步丰富与扩展幼儿的图式。当教师的教育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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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幼儿提供基于个别需要的学习机会时，也就能有效

提高教师教育、教学与指导的水平。

（三）图式的发展性

图式的发展呈现出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在本研

究中，12名幼儿的所有图式行为都表现出明显的动作水

平和符号水平，有部分幼儿呈现出功能依赖水平，只有极

个别幼儿极其偶然地表现出了思维水平，但不太明显。

动作水平的图式具体表现为幼儿的各种游戏行为，

如反复将飞机举高又放下、在两点之间乐此不疲地来回

跑、用积木搭建各种覆盖的空间、用各种材料创造圆形的

物体等，这种直接的游戏行为年龄越小越明显。符号水

平的图式表现为幼儿边玩边用简短的言语表达当前的游

戏行为与内容，不涉及逻辑推理和解释。如幼儿在建构

活动中一边用积木搭建封闭的建筑物，一边说：“这是门，

门关住了”，或者，在捏橡皮泥时幼儿将捏好的蚕豆丢进

小锅里，并说“煮蚕豆啰！”这种水平的图式行为在幼儿的

区域游戏中大量存在，尤其是小班和中班幼儿身上表现

较为明显。

功能依赖水平的图式要求幼儿能用语言解释或推

理游戏中一些问题的因果关系，如某幼儿在用橡皮泥捏

苹果时对如何将苹果、苹果的柄、苹果的叶子组合在一起

做了周密的思考，这里面涉及到一系列的数学问题，如长

度、粗细、大小、形状等，最后她做成了一个苹果，并对苹

果的生、熟问题进行了解释，她认为“苹果本来是绿的，它

熟了就变成红的了”，这说明她对苹果的认识不仅仅停留

在外形感知上。功能依赖水平的图式更容易体现在幼儿

的绘画作品中，如某幼儿根据自己去桔园采摘的经历画

了树、小人和小鸟，他说：“小鸟飞得很高，所以在近处看

显得很大，不过在远处看小鸟就显得特别小。”幼儿在绘

画中所使用的标记、语言表达中所呈现出来的感知觉经

验和表征之间的关系不是随机的、偶然的，它不仅与幼儿

的经验息息相关，还需要加入逻辑推理理顺事物之间的

关系，因此它的出现更为隐蔽。

思维水平的图式行为基本是通过言语行为来表现

的，它要求幼儿能用符合逻辑的推理来讲述当前的游戏

行为，或能结合个体的已有生活经验发散为一个严谨的、

含有一定逻辑推理的故事，本研究中幼儿表现出思维水

平图式的概率较低。究其原因，一是6岁以下幼儿的言

语表达、逻辑推理能力有限，较难达成思维水平的图式，

二是因为缺少教育的干预，幼儿的自然发展较难达到思

维水平，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教育干预对幼儿图式发展具

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图式的四个发展阶段彼此关联、相

辅相成，共同推动幼儿的成长。

（四）图式的一致性

幼儿的图式具有迁移性，在不同的情境中会产生不

同的行为变式。

例如，覆盖—容纳图式的幼儿在户外运动中喜欢躲

进操场上的小房子里；在建构区活动中，他们喜欢用积木

将自己围起来，当他们玩拼插活动时，他们还喜欢将自己

拼插的作品命名为“家”；在美工区，他们的绘画作品也大

都体现了“容纳”的概念。在这些活动中，虽然活动的内

容与形式千差万别，但思维型式始终不变，幼儿始终围绕

“容纳”“包裹”等概念进行探究与活动。

幼儿的图式特征具有内部一致性的特点也是幼儿

学习方式和学习特点的直接体现，教师想要理解幼儿的

学习方式和特点就有必要观察和了解幼儿的图式特征。

五、研究的启示

（一）图式理论符合《指南》中倡导的幼儿学习观，能

为幼儿园区域游戏的观察提供理论指导

游戏是幼儿学习的特殊方式，也是学前教育专业特

殊性所在，更是促进幼儿学习与发展的重要途径。要贯

彻与实施《指南》，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到幼儿园的实践。

图式理论要求教师在幼儿的自主游戏和学习活动中对其

进行日常观察和记录分析，把握不同幼儿外在的行为特

征，理解幼儿内在的学习特点，尊重幼儿的学习兴趣，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每个幼儿发展的支持课程与指导策

略，促进幼儿更好地学习与发展。图式理论所追求的教

育观与《指南》中所倡导的幼儿学习观和发展观高度契

合，能为教师的区域游戏观察提供理论指导。

（二）图式理论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观察方式，能帮

助教师诊断幼儿的学习行为特点，为区域游戏的观察提

供技术支持

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对幼儿的学习特点把握不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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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幼儿的发展［10］。图式理论最大的优点在于它对

幼儿的各种行为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提出了一套有

效的行为编码与分类系统，并对幼儿的各类图式特征进

行了详细的解读和分析，教师只要能将幼儿的学习行为

检索出来，就能根据其编码系统进行推导和分类，同时指

导教师从积极的角度评价和解释幼儿的学习行为特点。

教师如能正确理解与评价幼儿的行为,就能充分理解与

接纳幼儿，并为其提供适宜的教育指导。例如，有的幼儿

总是喜欢不分场合地将手臂举高又放下，并因此经常碰

撞他人，教师可能因此批评他，如果运用图式理论我们就

能很好地理解幼儿的这一行为，幼儿举高手臂是为了探

究高度，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行为特点因势利导来开展

活动，如让他扔沙包、拍皮球等，既能保持幼儿原有的兴

趣，扩展他对高度探究的经验，同时又能改正其因放下手

臂而打到其他幼儿的行为问题。

图式理论采用全新的观察视角对幼儿学习行为的

解读不仅是深刻的，而且可操作性强，不仅为教师提供了

一种能落地的观察方式，还能帮助其有效诊断幼儿的行

为特点，为区域游戏的观察提供技术支持。

（三）图式理论能帮助教师分析和解读幼儿同一行

为模式在不同区域游戏中的行为表现，让其能因区而异

地对幼儿的活动进行精准指导

卡西纳特布朗利用图式理论对3-5岁的幼儿进行

了个案观察和研究，在探讨幼儿图式特点的基础上从课

程、学习评价与家园共育的角度同时为教师和家长提出

了具体的指导策略和建议［11］，这种基于幼儿兴趣与发展

需要的个性化教育模式值得借鉴。教师可以运用图式理

论来观察与分析幼儿的区域游戏，提升游戏解读、分析与

指导的能力，并为教育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提供必要

的参考依据。教育应当根据幼儿的图式特征为其学习和

发展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并创设大量的学习机会让幼

儿操作和探究。

教师的教育支持不仅要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与发

展水平，还要考虑个体差异，教师可根据幼儿的图式特征

为其提供适宜而精准的教育指导，切实提高教师教育、教

学与指导的水平。例如，针对覆盖—容纳图式的幼儿，教

师可设计包饺子等具有覆盖意味的美工活动，或者开展

“投篮”等包含容纳知识的体育活动等，也可以带领幼儿

观察户外各种可“容纳”的空间的用途，如垃圾桶的作用、

房子的功能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故事或儿歌等文学作品

来帮助幼儿理解有关“覆盖”和“容纳”的概念，全方位促

进幼儿思维的发展。而对动态旋转图式的幼儿，教师可

用轮胎、球体等为中介组织体育活动或户外活动，或开展

与旋转有关的科学探究活动等拓展幼儿的学习。

在当前幼儿园的课程模式中，区域游戏活动能较好

地尊重幼儿的学习兴趣，发挥幼儿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如

果能利用图式理论解读与分析幼儿区域游戏中的学习特

点与发展水平就能够理解幼儿的思维，并为其提供切实

有效的指导，保证幼儿在基于个别需要的学习中形成广

泛的、多样化的学习经验，为其良好学习品质的养成和终

身学习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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