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科研与教研 《学前教育研 究 》 1 9 9 5 年第 6 期 (总第 54 期 )

关于幼儿诗歌
、

散文欣赏

中整合学习的初步探索

冯
,

忽英

为了使幼儿诗和散文的欣赏教学取得最

佳效果
,

我们以语言文学教育的整合观为指

导
,

致力于形成从 内容到形式的整合学 习过

程
,

收到较好的效果
。

现将我们的初步探讨介

绍如下
。

一
、

注重教材选择
,

力争知识 的整合习得

儿童语言发展有 赖于社会知识
、

自然知

识等多方面知识的整 合习得
。

基于这一认识
,

探讨中我们特别注重教材 的选择
,

要求教材

是多方面的
,

能体现多方面的知识
。

最后
,

我

们选定《风和我 》
、

《奇 异的金桥 》
、

《流星花 》
、

《春雨的色彩 》
、

《秋叶 》
、

《绿色的和灰色的 》等

作品作为研究教材
。

这些作品在知识性方面

各有特点
,

如作品《流星花 》通过花中之皇牡

丹和玫瑰与丑小花的行为
,

语言对比
,

启导幼

儿分美丑
,

识真假
,

辨是非
,

在孩子 心灵 中唤

起深沉而持久的美感
,

幼儿易于接受
,

具有较

高 的品德教育价值
; 作品 《风和我 》捕捉 了风

在孩子们生活中显示的价值
,

以丰富的想象

巧妙的构思
,

描绘出四季的风的特征与功用
,

有利 于帮助幼儿形成 正确 的概念表 征
,

丰富

幼 儿的 自然知识
;
作 品《绿色的和灰色的 》通

过悦耳的音韵
、

幽默的情趣
、

紧张的情节把幼

儿带入奇特的境地
,

使他们沉浸在无比欢 乐

之中
,

具有较强的游戏性和娱乐性
。

教学研 究的实践让我们体会到
,

从幼儿

发展需要和接受能 力出发
,

为幼儿选择能体

现多方面知识的文学欣赏教材
,

综 合利用作

品知识性强
、

构思新颖
、

语言生动
、

意境优美
、

想象奇妙之功能
,

有助于幼儿产生积极的学

习倾向
。

二
、

拓 宽听赏要求
,

培养幼儿多层次的 倾

听能 力

1
、

让幼儿带着悬念
,

进入有意性倾听
。

如 《流星花 》欣赏的一开始
,

由三个儿童

扮演的牡丹花
、

玫瑰花和丑 小花进行情境表

演
,

牡丹和玫瑰 以傲慢的 口气介绍自己是花

中之皇
,

而丑小花却以真诚
、

自信的 口气作介

绍说
: “

我叫丑小花
,

长得一点儿也不美
,

可你

们知道我的故事吗 ?我呀
,

后来变成了一朵世

界上最美 的流星花
。 ”

这样 的引题
,

让孩子们

带着悬念
,

产生了强烈的探究心理
,

引发 出积

极而主动的倾听动机
。

2
、

给幼儿插上想象 的翅膀
,

展开评析性

倾听
。

如欣赏衣春雨的色彩 》过程 中
,

教师 吟诵

到
“

春雨到底是什么颜色的
”
时中断吟诵

,

鼓

励幼儿讨论
、

思考
,

讲述春雨的色彩
,

孩子们

借助 已有的经验表象
,

想象出一幅幅春色图

景并纷纷表达
。

接着
,

欣赏鸟儿们的争议后
,

教师又问
: “
到底谁的话说对 了呢 ? ”

孩子们各

抒 己见
,

有效地培养了评析性倾听能力
。

3
、

在找找
、

说说优美的词语中
,

加强欣赏

性倾听
。

文学欣赏的另一个重要 目的是培养幼儿

对美的感受
,

而感受建立在欣赏的基础上
。

在

进入分段欣赏时
,

教师首先以赞美的情感吟

诵诗句
,

去感染幼儿
,

然后诱导幼儿寻找优美

动听的诗句反复吟诵
。

最后 用绘画制作
、

舞

蹈
、

游戏等方法表现作品的美的价值
,

培养幼

儿欣赏性倾听的能力
。

三
、

为幼 儿创设 整合学习条件
,

挖据作品

的深层功能

幼儿诗和散文富含意趣和情趣
,

对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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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来说在接受上有一定困难
,

因此教师 须

挖掘作品赋予的多种发展因素
,

深入浅出地

组织教学
,

让幼儿在动手
、

动脑
、

动嘴中主动

建构知识
,

从而步入感受— 理解— 想象

的境地
。

具体做法是
:

1
、

扫除
“

语言障碍
” 。

比较故事和童话而言
,

诗和散文 的语言

更凝炼
,

更含蓄
,

抒情意味也更浓郁
,

因此也

就需要老师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评
。

如在欣赏

《流星花 》时
,

教师抓住
“

美与丑
”

这对 中心词

和表现丑小花个性的词句
,

开展讲解
,

以此捕

捉丑小花坚强
、

自信
、

善良
、

积极的美好心灵
,

在欣赏 《奇异的金桥 》时
,

先引导幼儿讨论大

象的助人为乐和默默无闻的思想境界
,

然后

讨论为什么用大象的身体架起的桥是一座奇

异的金桥
,

从而为幼儿顺利地感 受和理解作

品扫除语言障碍
。

2
、

引导幼儿构思作品画面
。

利用作 品提供的想象线索
,

调动幼儿的

经验表象
,

勾勒作品画面
,

是培养幼儿艺术想

象力的重要方法
。

如欣赏《奇异的金桥 》第一

段中
“
小动物在春游路上

,

那股快活劲儿逗得

梨花裂着银牙笑
”

时
,

教师 随即让幼儿描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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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陌勺快活情景
,

有效地培养 了幼儿的语言

创造力
。

3
、

启发幼儿感知情感脉络
。

为使幼儿感知诗和散文中跳荡着的感情

脉络
,

把握作 品的内在信息
,

我们十分注重提

问的设计
。

如《风和我 》中的风时时扣住孩子

们的心弦
,

触动着孩子 们的感情
,

鉴此
,

我们

设计了这样一组提 问
:

①春天的风是怎样和

你做朋友的 ?②夏天的风给你带来了什么 ?③

秋天的风让大地变得怎样 ? ④冬天的风和你

说 了什么悄悄话 ?孩子们在回答时
,

将内心体

验与诗的感情脉络疏通了
,

教师的指导语促

进 了幼儿的艺术思维和创造潜势的发展
。

4
、

丰富有关的活动
。

欣赏作品前前后后
,

我 们带幼儿去野外

散步
,

观察采集
; 把活动室布置装饰成百花园

和金色的果园
;
让幼儿 自演情境剧

,

玩风筝
、

风车游戏
,

绘制流星花
,

编秋叶舞等
,

将生活

经验与作品经验揉和在一起
,

培养幼儿对知

识和语言的迁移能力
。

(作者单位
:

浙江杭州市上成区教育局教

研室 )

(上接 21 页 )成果缺乏科学的评估
,

或偏之过严
,

过

于苛求
,

或失之过宽
,

一概赞同
,

轻率认可等
。

有些人

还认为凡实验皆应成功
,

或盲信从众
,

不经考察便全

盘接受任何研究结论
。

产生这些评价误区的原因大致有三个
:

( l) 出于

非理性的恐败心理
,

或对实验本质的不正确认识
,

认

为实验是
“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 ,

而 假设不成立便为

失败
.

( 2) 缺乏实事求是精神
,

觉得人家辛辛苦苦花

了很大力气
,

因此即使有较多欠缺甚至未达合格标

准也应予以肯定
; ( 3) 缺乏必要的实验管理

,

缺乏对

实验研究的评价指标
,

缺乏组织
、

协调
、

评估幼教改

革实验研究的机构
。

因此
,

相应的措施应当是
:

( l) 端正实验的成败

观
。

认识到作为一种科学探素活动
,

不可能总成功
,

本身不可避免地包含某种失败的潜势
,

因为假设毕

竟只是预先的猜测
,

与教育中的事实未必一定吻合
。

应当明确
,

有时虽在纯粹意义 上的原实验假设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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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被证伪了
,

但真正意义上的失败 (对儿童发

展的不良影响 )却可以避免了
,

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成功
。

( 2) 提高对科研道德的认识
。

科学研究工作者

应当首先具备实事求是的态度
,

应当客观地描述与

评价 自己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的价值
。

而且
,

勇于探

索
,

勇于接受不成功的结果以使在此基础上改进实

验
,

勇于经反复艰苦的研究工作去获取对教育具有

更大的实际价值的结论
,

乃是科研工作者必备的道

德意识
。

( 3) 对幼教实验进行必要的管理与调节
。

各

地区应有由幼教专家
、

幼教行政人员和幼教研究人

员等组成的实验管理机构或评价机构
,

负责对各地

幼教改革实验的计划
、

组织和指导工作
,

并从事实验

课题的论证
、

选取与审批工作
,

以及对实验方案与结

果的评估工作
。

(全文完 )

(作者单位
:

南京师大教科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