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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丝”放在春季;“龙腾虎跃” 、“舞狮子”等舞

蹈尽量安排在春节及元旦前后 , 这样有助于

幼儿对作品的感受与理解 。

三 、探究舞蹈欣赏教学的有效策略

舞蹈欣赏教学是一门新课题 , 研究它的

教学策略有助于提高舞蹈欣赏教学的质量。

我们的做法主要是:

首先 ,寻找情感激发点 ,使幼儿自觉进入

感受舞蹈文化的情境 。

根据教育目标 , 针对儿童特点及舞蹈作

品的特点 ,寻找情感激发点 ,将潜在情感因素

转化为现实因素 , 将艺术的直观直接诉诸儿

童的感官 ,能很快激起幼儿强烈的情绪 ,形成

无意识的心理倾向 , 幼儿情不自禁投入到舞

蹈欣赏中去 , 从而最大限度发挥了情感的纽

带作用和驱动作用。如在欣赏杨丽萍的舞蹈

“冻僵的蛇”时 ,首先将屏幕打开定格 ,进入幼

儿眼帘的是一片深蓝的布景及昏暗的灯光下

一条冻僵的蛇 ,让幼儿感知 、想象进入寒冷冬

天的情境 , 接着教师用语言叙述寒冷的冬天

来了 ,寒风刺骨 ,到处都结冰了……渲染具有

一定力度的氛围 , 使幼儿对 “冻僵的蛇”的客

观情境获得具体的感受 ,激起其相应情感 ,从

而自觉进入欣赏状态 。

其次 ,设置思维展开点 ,使幼儿积极参与

到舞蹈文化认知中。

如在欣赏“火”时 ,欣赏前 ,先请幼儿回忆

已有的有关事物的经验 。让幼儿先创造性地

用动作表现“火”的燃烧过程。在观看前提问:

舞蹈中的阿姨和你们表演的一样吗?哪些动作

是一样的?哪些动作是不一样的?你最喜欢哪

一个动作?在观看后教师找出舞蹈中的典型动

作让幼儿扩散 ,如“火”中阿姨表现火快速燃烧

时用甩头的动作 ,你们想想还可用什么动作来

表现“火”燃烧很快呢?教师通过设置问题情境

贯穿全过程 , 激发幼儿的积极思维 , 并在每环

节都提供表达的机会 ,有助于幼儿充分参与到

欣赏活动中来 , 主动感受体验舞蹈艺术精品 ,

并获得相应的社会文化知识。
(作者单位:210000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附属

幼儿园)

讨论法是指在教师指导下幼儿就教学中的某些问题相互学习、交

流意见的一种教学方法 。本文试图就幼儿园社会教育展开讨论的设计

原则及过程做一番探讨 ,供同行指正 。

一 、讨论问题的设计原则

1.围绕活动目标设计问题 。

目标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缩 , 而讨论是实现目标的较好的一

种教学手段 ,因此 ,讨论问题必须围绕目标而设计 ,偏离目标的问题让

幼儿讨论是无意义的 。例如 ,要使幼儿体验朋友多的乐趣 ,学会主动地

交朋友 ,教师首先问幼儿:交了朋友你感到怎么样?没有朋友你感到怎

么样?继而再引导幼儿讨论如何交朋友:你是怎样交朋友的?总之 , 问

题始终围绕活动主题设计 。如果问题偏离目标 ,会导致讨论偏题 ,讨论

也失去意义 。

2.依据幼儿知识经验设计问题 。

讨论活动能否顺利进行 , 和教师设计的问题有直接关系 。问题是

否符合幼儿的知识水平 、是否贴近幼儿的生活实际都直接影响讨论的

结果 。如果问题太难 ,脱离幼儿的生活实际 ,幼儿会茫然不知所措 ,无

从回答问题 , 并会失去信心 , 不能使讨论进行下去;如果太简单 , 则引

不起幼儿的兴趣和注意力 ,使幼儿失去探索的动力 。例如 ,大班社会活

动 “比童年” , 幼儿在看了有关灾区 、贫困地区及战乱国家的图片或录

像片 ,了解了这些地区儿童的童年生活后 , 讨论并比较谁的童年幸福 ,

倘若没有前面的知识准备 ,幼儿无从比较 ,也无从讨论 。

3.设计开放性问题 。

开放性问题一般没有固定的、单一的答案 ,常常有多种答案 。社会

教育活动中讨论问题宜设计开放性问题 ,这样 ,幼儿才能发挥想象 ,你

一言我一言展开讨论 ,加深幼儿对问题的认识 。例如 ,教师组织幼儿讨

论怎样当好值日生 ,教师问:你当值日生时帮助班级做了哪些事情?你

是怎样把事情做好的?由于所提问题都是幼儿经历的 , 幼儿可从各个

方面讲述自己做值日生的经历及做法 。整个讨论过程气氛热烈 ,效果

较好 。

二 、讨论过程的组织

1.组织要领 。

(1)营造民主宽松的讨论氛围 。在讨论中 ,教师要尊重幼儿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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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 , 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和谐 、无拘无束的自由交谈的氛

围 ,让幼儿积极地投入到讨论中 ,轻松地发表自己的“高见” ,

大胆地提出质疑 ,使幼儿在充分感受交谈的乐趣的同时也获

得社会教育 。

(2)以鼓励的态度对待幼儿的意见 。由于幼儿知识经验

贫乏 , 讨论中 ,对某些问题的认识难免会出现错误 , 对此 , 教

师要以倾听者 、支持者 、引导者的身份参与讨论 ,无论幼儿的

说法正确与否 , 教师都不必对幼儿的意见作出评价 , 应尽量

鼓励幼儿对问题以及对其它幼儿的意见发表自己的看法 ,避

免由于教师的干涉而遏制了幼儿讨论的积极性 ,使幼儿不敢

讲、怕讲错 。

(3)时刻关注 ,围绕目标讨论。讨论中 ,幼儿你一言我一

语 , 把自己的所见所感说出来 , 可见讨论中的信息量很大 。

而幼儿的注意和思维又很容易分散 ,易转移到与话题无关的

内容上 ,因此 ,讨论时会出现偏题的情况 。此时 ,教师要纵观

全体幼儿 , 发现有偏题的情况及时用提问 、评价或体态语言

等方式把扯偏的话题扭转过来 , 以避免无关话题的蔓延 , 保

证讨论的质量 。

(4)要把握好讨论的时间 。幼儿讨论的时间可根据讨论

问题的难易程度适度把握 , 时间太长会出现偏题 、闲扯的现

象;时间太短 , 幼儿对问题的讨论不能深入。这两种情况都

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社会教育活动的效果 。因此 ,教师要细心

观察幼儿的讨论 , 把握好时机 , 既保证幼儿充分讨论又不使

讨论偏题 。

(5)要注意个别帮助 。讨论给每个幼儿提供表现自己的

机会 , 对能力强的幼儿是锻炼 , 对能力弱的幼儿更是个挑

战。在幼儿的讨论中 , 常常会出现能力强的幼儿出尽风头 ,

而能力弱的幼儿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在讨论中 ,幼儿会遇

到各种困难 , 如:表达不畅 、信息缺乏等 。因此 ,教师要在面

向全体幼儿的同时 , 注意个别帮助 , 既要对能力强的幼儿提

出高的要求 , 又要对能力弱的幼儿予以一定的提示 , 使其能

顺利地进行讨论 。

(6)教师要注意归纳小结 。幼儿在讨论中会产生各种意

见、想法 ,因此 , 在讨论结束后 , 教师要针对讨论的问题做个

归纳小结 , 简明阐述正确的观点 , 强化幼儿对某个问题的认

识。

2.讨论的形式 。

(1)根据讨论对象的不同 ,讨论可分为师生共同讨论 、小

组讨论 、个别讨论三种形式 。

师生共同讨论是指教师与幼儿就某一个问题展开讨

论。这种讨论自然地开始 , 又自然地结束 , 幼儿在不知不觉

中接受了各种有关的信息 , 又增进师生间的感情 , 形成宽松

和谐的教学气氛 。但是 ,这种形式会忽视对个别需要帮助的

幼儿的关注 。

小组讨论是指以小组为单位 ,幼儿在小组中对某一问题

进行讨论 。讨论中 , 小组中的每一成员轮流发言 , 阐述各自

的看法 ,最后推选一位代表 ,将组员的意见综合归纳 ,在全班

阐述本组的意见 。这种形式使大部分幼儿参与了讨论 ,又有

利于形成幼儿的集体观念 。

个别讨论是指幼儿三三两两地讨论 ,是社会教育常用的

讨论方法。幼儿把自己的想法与身边的同伴自由地交流 ,这

种形式能保证每个幼儿参与讨论 , 又锻炼了幼儿与同伴合

作 、协调的能力 。但这种形式由于是二三位幼儿在一起讨论 ,

信息量不够大 ,因此 ,讨论结果常常不够全面 ,需要教师将幼

儿讨论汇总 ,给幼儿一个完整全面的认识 。

(2)按讨论的时间分 , 讨论有课堂讨论和课后自由讨

论 。

课堂讨论是在课堂上进行的讨论 , 是教师有目的 、有计

划地根据教育活动目标安排的讨论 。这种形式目的性强 ,幼

儿参与面广 ,效果突出 。

课后自由讨论是课堂讨论的延续 。一些幼儿对讨论问题

有兴趣 、有质疑 ,所开展的活动虽然结束了 ,但他们依然还在

谈论 。教师不仅要保护孩子这种探究的精神 ,而且对课后的

讨论应给予较多的关注指导 , 千万不可抱着不闻不问的态

度 ,认为课外的讨论不是教学的范围 ,予以不理不睬 ,甚至制

止 。教师可根据幼儿对某个问题的兴趣或教育活动中留下的

问题在晨间 、餐后等时间 , 鼓励他们三五成群 , 展开自由讨

论 ,注意在时间上 、场地上提供保障 。

3.讨论环节的安排 。

(1)一般安排 。讨论作为社会教育活动的一个环节 ,可根

据教学的需要安排在活动的开始部分 、基本部分或结束部分

进行 。这种安排 ,我们称一般安排 。在活动的开始部分 ,以讨

论的方法引出课题 ,可以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让幼儿积极自

然地投入到活动中 ,并在活动的开始给幼儿一个明确而清楚

的认识 。在活动的基本部分运用讨论的方法 ,让幼儿通过独

立思考 ,相互交流 ,主动地接受某些观念 。在活动结束部分 ,

运用讨论方法是将教育活动的主题升华、引起幼儿在情感上

产生共鸣的有效手段 。

(2)变式安排 。在社会教育活动中 ,有时可根据活动内容

的需要 ,变换活动的程序 ,可以在讨论进行到一半时 ,停止讨

论 ,让幼儿带着问题 ,带着疑惑进行下面环节 ,在幼儿的疑惑

得到解答后 ,再继续讨论 ,寻找问题的原因;有时讨论可穿插

在整个活动过程之中 , 随时需要随时讨论 , 充分运用讨论这

一有效手段开展活动 。(本文得到南京师大教科院虞永平老

师的指导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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