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园生活化数学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的创新探索
——以江山市江滨幼儿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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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加强高质量数学教育课程建设背景下，江山市江滨幼儿园坚持聚焦幼儿数学核心经验建构，精心设计生活化数学教

育活动，并通过持续优化生活化数学教育活动实施策略，积极促进幼儿形成和运用相关数学核心经验，取得了较好成效。该园今

后将继续探索确立数学核心素养导向，尝试促进幼儿形成和运用相关数学大概念，努力推动幼儿数学学习可持续进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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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Exploration o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ife Oriented Mathe⁃
matics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s

—Taking Jiangbin Kindergarten in Jiangshan City as an Example
ZHOU Yu-fang

（Jiangshan Jiangbin Kindergarten，Jiangshan 32410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background of strengthening courses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China，Jiangbin Kin⁃
dergarten in Jiangshan City keeps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mathematical core experience，carefully designs life oriented
mathematics education activities，continuously optimizes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life oriented mathematics education activi⁃
ties，actively promotes core experiences 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mathematics by young children，and it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In the future，the kindergarten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mathematical core quality orientation，at⁃
tempt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mathematical concepts by young children，and strive to promote the sustain⁃
able and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s mathematical learning.
Key words: early childhood mathematics education；life oriented mathematical activities；core quality；core experience；big ideas

在幼儿园教育阶段，幼儿思维正处在从具象

思维到形象思维进而到抽象思维的转变提升阶

段。积极开展优质的数学教育有利于显著培育

幼儿的抽象思维能力。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多

方面的原因，对于幼儿抽象思维能力有较高要求

的数学教育活动始终是我国幼儿园教育活动开

展的薄弱领域。鉴于直接教学法难以取得预期

教育成效，我国幼儿园先后开展了数学教育生活

化、游戏化和情境化等路径的实践探索。其中，

数学教育生活化的基本主张是，应关注数学与儿

童生活的密切联系，数学教育内容应来源于幼儿

生活并体现其必然涉及数量与空间问题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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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1］，数学教育实施应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幼

儿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2］。近年来，江山市江

滨幼儿园（下文均简称“该园”）坚持聚焦生活化

价值取向的高质量数学教育课程建设，深入推进

数学教育理念、目标、内容结构和组织形式等改

革，持续优化生活化数学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策

略，积极引导幼儿将数学思维渗透到所有领域学

习与生活问题解决之中，初步产出了一系列教研

成果。

一、聚焦幼儿数学核心经验建构，精心设

计生活化数学教育活动

该园在集体学习研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重要

专业标准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了“幼儿数学核心

经验构建”方面的教育培训、课改诊断和课题研

究等园本教研活动［3］，为加快生活化数学教育课

程建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思想基础。

该园秉持“从幼儿生活中来、到幼儿生活中

去”的基本设计理念，积极探索推进幼儿数学的

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活动形式和表现评价等方

面的“生活化”［4］。根据《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同时参考了《学前儿童数学与发展核心经

验》［5］等代表性研究成果建议，该园首先明确了

“感受生活中数学的有用和有趣，能够解决生活

中的实际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和理解数、

量和数量关系，形状与空间关系，促进幼儿思维

能力发展”、“培养幼儿良好学习习惯和学习品

质”等方面生活化教育目标，以及各年龄段学习

内容和要求（见表1）。

表1 各年龄段学习内容与要求（“数概念与运算”部分）

数学内容主题

数概念与运算

年龄段年龄段

3-4岁

4-5岁

5-6岁

内容及要求

能手口一致的点数5以内的物体，并能说出总数，能按数取物

能通过实际操作理解数与数之间的关系，如5比4多1；3和2合在一起是5

能通过食物操作或其他方法进行10以内的加减运算

其次，该园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教育建

议，按照三个年龄段和六个学期的顺序，分别设

计了54个涉及“集合与模式、数概念与运算、图形

与空间、比较与测量”等核心经验并明确了每个

学段围绕特定核心经验的具体学习与发展目标

的生活化数学教育主题活动（见表2）。

表2 中班上学期数学集体活动内容设计

课程内容

集合与模式

数概念与运算

比较与测量

集合与空间

活动类别

集合与分类

模式

计数

数符号

数运算

量的比较

测量

图形

空间方位

活动名称

《彩色冰棒》

《动物连连看》

《串串烧》

《看图做标记》

《动物棋》

《纸牌汽车》

《叠叠高》

《小手来摸摸》

《母鸡下蛋》

核心经验目标

能将冰棒以颜色、数量、花纹等特征区分出不同集合元素，并说出分

类理由

在游戏中感知各种模式规律，并尝试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复制

学习10以内倒着计数，感受倒着数时数越来越小

能感知物休的前后数序，发展一定的推理能力

在游戏中发现数序、数字大小的关系，提高观察和推理能力

根据纸牌汽车的不同属性进行分类，并数出总数进行量的比较

用自然物首尾相接方法测量，理解工具不同，测量结果也不同

运用多种感官（视觉、触觉）来感知图形的属性特征

运用已有数学经验（方位）玩游戏，能用方位词描述母鸡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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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续优化生活化数学教育活动实施

策略，积极促进幼儿形成和运用相关数学核

心经验

该园坚持开发了“教学大课堂（数学集体教

学）”“节庆趣体验（数学节、帐篷节）”“游戏嗨满

园（规则游戏、区域游戏）”“日常巧应用（自我服

务、自我劳动）”等丰富多彩的生活化数学教育活

动实施方式，大力支持幼儿实现在“大自然中学”

“生活中学”“玩中学”“做中学”和“创中学”，初

步形成和运用了相关数学核心经验。

1.一日生活“数学化”

该园强调针对幼儿实施情境激发与随机指

导。例如，在师幼晨间散步时，可以提醒幼儿们

点数园里有几棵树；在班级环境创设时，可以提

醒幼儿们记忆和理解给每个幼儿顺序编号现象；

在幼儿喝牛奶时，可以引导幼儿们学习识别不同

奶杯与幼儿之间一一对应关系；在某个幼儿过生

日时，可以组织幼儿们集体讨论如何切分蛋糕更

为公平。

2.数学情景故事

该园重视引导幼儿积极探索发现生活中的

问题，旨在运用数学思维分析和解决生活中的问

题［6］。例如，在中班“小小快递员”故事活动中，通

过开展“收快递”对话与实操，支持幼儿形成计

数、数运算和5以内数字分解与组成等核心经验；

通过开展“整理快递柜”活动，支持幼儿形成计

数、集合和分类等核心经验；通过开展“使用快递

单”活动，支持幼儿形成命名数、基数和序数等核

心经验；通过开展“送快递”活动，支持幼儿形成

数量变化和一一对应等核心经验。

3.生活化情境的数学区域活动

该园重视支持幼儿自主游戏和实操建构，

旨在有效拓展提升其数学核心经验。例如，在

中班“修围墙”活动中，为幼儿准备“围墙”底纸、

长方形和四边形材料，支持幼儿观察围墙底纸

上的图形形状和大小，从各种图形中找出合适

的图形，尝试组合成一个新的图形，支持幼儿形

成图形和空间等核心经验。

4.生活化体裁的数学集体教育活动

该园强调实施明确目标、精选内容、经验预

备、情景运用和经验迁移等策略［7］，重在激发幼

儿参与数学活动兴趣，旨在有效整合其生活经

验与数学经验。例如，该园开展大班“种花生”

数学游戏活动，积极引导幼儿们学习计数、分

类、统计和用简单表格呈现包含不同颗粒的“花

生果”数量，进而形成关于“花生”数量的组合与

分解等核心经验。

5.基于家园合作平台支撑的家庭生活“数学

化”

该园强调家长应随机引导幼儿在日常生活

和游戏活动中发现数学现象并运用数学经验解

决问题。例如，可以提醒幼儿利用扑克牌来认识

数字、比大小和相邻数，外出购物时观察超市物

品怎样分类排放，学习根据电影票编号寻找自己

的座位，等。

三、继续探索数学核心素养导向，尝试促

进幼儿形成和运用相关数学大概念

该园密切关注并积极顺应世界范围内日益

重视发展幼儿数学核心素养的趋势，先后组织教

师认真学习《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义

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和国内外基础

教育“数学课程大概念”相关研究文献，逐步深刻

认识到：从幼儿数学学习逻辑视角来看，在特定

年龄应该知道的数学具体经验是幼儿数学课程

的内容构成要素，基于其所学内容能够做何种实

际操作或问题解决的核心经验是学习幼儿数学

课程的能力产出表征，而在前述知行基础应该理

解的作为更为宏观且概括性学学概念认知或观

念的大概念则是学习幼儿数学课程的核心素养

表征。由于大概念揭示了学科领域有组织、有结

构的核心知识及其模型，具有公认的概念网络中

心性、知识体系统摄性、知识记忆可持久性和知

识应用可迁移性，因此经常以大概念网络的方式

广泛用于课程目标、教学活动和学习进阶等设

计［8］。

该园在学习借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基于大概念的幼小衔接课程框架等先行课程建

设经验的基础上［9］，深刻认识到今后幼儿园数学

教育课程建设应当牢固确立数学核心素养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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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考虑以幼小衔接数学课程建设为课程改革

试验领域，积极探索构建由内容学习标准、能力

学习标准和大概念构成的幼小衔接数学课程框

架，并尝试运用数学大概念初步建立不同学科领

域知识及幼小学段之间的数学知识联系，进而循

证构建幼小数学认知发展应遵循的纵向学习进

阶路径。在设计与实施幼小衔接数学教育活动

时，应强调为幼儿提供参与本地自然、生活和文

化情境乃至VR、AR人工智能场景，切实保障幼儿

得以沉浸式学习相关数学经验的权利、机会和条

件（包括中国古代的算筹和算盘等具有中华传统

文化价值取向的运算工具及其他民俗文化操作

素材等），大力支持幼儿参与讨论和解决本地社

区日常生活、民族文化传承和多元文化融入等问

题。为此，今后应进一步提升幼儿园教师综合素

养，大力倡导推广支持性、思维型和创造性教学

策略，在积极促进幼儿形成核心经验的基础上能

够进一步形成和运用相关数学大概念，努力推动

幼儿数学学习可持续进阶发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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