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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幼儿园教学活动与教学活 

动评价 

幼儿园教学活动是幼儿园教 

育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教师进 

行计划、设计和组织的专门活动， 

或称正式指导的活动。专门的教学 

活动的存在是幼儿园教育区别于 

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重要特征。 

幼儿园教学活动可采用参观 、实 

验、讨论、观察、表演、制作等多种 

途径和方法，也可采用全班、小组 

及个别等多种形式，教学活动的空 

间也不局限于活动室。 

教学活动在促进幼儿发展方 

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不能因为 

传统教学中存在灌输、说教和无视 

幼儿的主体性的现象，就否定幼儿 

园教学的作用。相反，我们应该在 

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和教学观的 

指导下，深入研究幼儿园的教学， 

不断提升幼儿园教学的特点和规 

律，努力追求有效的教和有效的 

学。充分发挥教师和幼儿双方的主 

体作用，以具有主体性的教师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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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教学活动的评价，因教育 

及教学观的不同有不同的方 

案，评价项 目也因此有所不 

同。但教学评价的核心目标 

都是为了了解教学活动的成 

效，了解教学过程中教师和 

幼儿的行为，了解教学对幼 

儿发展的意义。因此，我们认 

为教学评价的基本价值取向 

应该是： 
·教学应促进幼儿认识、 

学习策略及情感等多方面的 

全面、和谐发展； 
·教学应尽可能引发幼 

儿多感官的参与； 
·体验、尝试和发现等是 

幼儿重要的学习方式； 
·适宜的目标和内容才 

能引发真正有效的教和学； 
·教学应当具有开放的、 

能激发幼儿探究欲望和思考 

的环境； 
·产生问题、引发互动是 

有效教学的重要特征； 

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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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应该让幼儿感受挑 

战。 

二、幼儿园教学活动评价要项 

及其涵义 

下面，我们提出一种通过四个 

项目评价幼儿园教学活动的方案。 

表一 幼儿园教学活动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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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价方案主要关注目标、内容、 

教师及幼儿四个相互关联的项 目。 

在确立评价指标时，每个项 目设定 
一 些主要的评价点(见表一)，并对 

这些评价点作了内涵的说明。通过 

对每一个评价点的分析，可发现它 

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可从整体 

上把握整个教学活动的状况。 

表中，目标、内容、教师和幼儿 

四个评价项目是相互关联的。在任 

何一个单一的项目中都可反映其他 

三个项目的内容。但从评价的可操 

作性上考虑，这四个项目可相对区 

分，分别评价，最终进行综合分析。 

四个项目的评价要点说明如下： 

目标 

1．目标的年龄适宜性是指活 

动所确定的目标与特定年龄班的 

幼儿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是否一致。 

过易和过难的目标都是不适宜的 

目标。 

2．目标的可落实性是指活动 

的目标是否具体 、明确，是否易于 

衡量。 

3．目标的和谐性是指重点或 

核心目标是否突出，认识的目标与 

相关的学习策略、相应的情感的目 

标是否有机地得到反映。目标罗列 

过多是目标缺乏有机联系和核心 

目标不突出的表现。 

4．目标实际的达成度是指在 

实际的活动过程中，计划的目标实 

现的程度，以及非计划的对幼儿有 

重要意义且与活动有有机联系的 

目标实现的情况。达成的目标与原 

定的目标是否存在不一致，这种不 
一 致是否合理。 

内容 

1．内容的年龄适宜性是指所 

选的内容与特定年龄段幼儿的发 

展特点是否一致，是否最有利于幼 

儿的接受和发展。 

2．内容与目标的一致性包含 

质和量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所选 

的内容是否最大程度地包含了活 

动的目标，内容和目标间的不一致 

将直接影响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 

是指内容容量的适宜性，即活动的 

内容的多少是否最有利于目标的 

实现。内容过多和过少都是不合适 

的。 

3．内容的科学性是指所呈现 

和解释的活动内容是否科学 、准 

确，给幼儿的知识和概念是否会影 

响幼儿进一步的学习。 

4．内容的生活性是指所选择 

的内容是否适合特定的地域和文 

化，即活动的内容是否能反映适合 

幼儿的现实生活，是否能引发幼儿 

的有效学习。 

5．环境、材料的适宜性是指与 

特定活动相对应的环境、材料是否 

能在质和量两个方面最大程度地 

支持幼儿的学习，能否满足幼儿探 

索、操作和交往等活动的需要。 

6．内容实际的完成情况是指 

在活动过程中，预定的内容是否全 

面完成，有没有完成一些计划外的 

活动内容，它是在什么特定的情境 

下发生的，这样合理与否。 

教师 

1．教师讲解的适宜性是指教 

师对特定活动内容的讲述、解释是 

否适宜，讲解的适宜性不是用所占 

时间来衡量的，而是衡量是否到 

位，即是否有利于幼儿进一步的学 

习和促进幼儿思考。讲解不清晰和 

低层次的或重复的讲解都是不合 

适的。幼儿的学习主要的不是通过 

教师的讲解实现的，而是通过幼儿 

自己的交往及其他实践性活动实 

现的。 

2．教师教学策略的适宜性是 

指教师面对特定的教学问题情境， 

尤其是面对幼儿的学习状况所采 

用的旨在激励 、指导、传授 、帮助、 

启发的具体策略是否合适。这是针 

对特定的幼儿和特定的问题情境 

而言的。 

3．教师对幼儿的关注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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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对幼儿在活动中的状况的关注， 

具体地说 ，包括对幼儿的现实需 

要、兴趣、活动投入度、遇到的具体 

问题等方面的关注。衡量教师对幼 

儿关注程度的主要内容是对活动 

过程中幼儿出现的一些重要事项 

是否注意，并采取包括忽略在内的 

有效策略。 

4．教师总结和评价的适宜性 

是指教师在活动过程中及活动结 

束后，是否根据需要，开展适当的 

评价。教师的评价可以针对个别幼 

儿，也可以针对小组或全班幼儿。 

可专门评价，也可以在情境中评 

价。但评价一定要从需要出发，不 

能流于形式，或为评价而评价。活 

动评价应注重过程中的、情境中的 

评价。 

幼儿 

1．幼儿的投入程度是指幼儿 

在活动中注意力是否集中，是否有 

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思维是否 

活跃，是否表现出创造性。 

2．幼儿的互动机会是指活动 

中是否有适宜的幼儿与同伴、与成 

人的互动的机会 。幼 儿的互动也是 
一 种重要的学习途径和方式。但互 

动也要从需要出发，无实际问题的 

所谓讨论、没有合作必要的所谓合 

作都不是适宜的互动。 

3．幼儿面临的挑战是指活动 

过程中幼儿是否获得新的经验，是 

否面临问题并努力去解决问题，幼 

儿是否有效地运用了已有的经验。 

换言之，活动有没有将幼儿带到最 

近发展区。 

4．幼儿的学习习惯是指幼儿 

活动的坚持性 ，轮流、合作及分享 

等基本行为技能的掌握情况等。 

幼儿园教学的评价，涉及教育 

和教学的基本观念，也涉及到评价 

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相信经过进一 

步深入的实践和研究，我们对幼儿 

园教学评价的认识、技术和方法会 

有新的认识和不断完善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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