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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ldquo;细节决定成败&rdquo;是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这句话对于幼儿园教育尤显重
要。
幼儿教师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传递出的或积极或消极的意义，对稚嫩而敏感幼儿的身心，将产生
重要的影响。
鉴于此，本书精心挑选了当前我国幼儿园教育中比较典型的50个细节，对其进行了透视与分析，旨
在&ldquo;见微知著&rdquo;，探寻这些司空见惯的细节背后的理论意义，从而为更好地教育幼儿、使
其茁壮成长起到借鉴、警示、帮助作用。
　　全书的50个细节以案例的形式呈现，分为语言运用、非语言行为、教学探索、环境创设、因材施
教和处理突发事件等六编，从六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前我国幼儿园教育中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一些
具有典型性的语言和行为。
每个案例又分为&ldquo;细节描述&rdquo;和&ldquo;细节透视&rdquo;两个部分。
&ldquo;细节描述&rdquo;部分通过展示一定的情境，详细地描述了幼儿园教育中一些教师习以为常的
语言和行为，生动形象地呈现出该案例的&ldquo;语境&rdquo;。
&ldquo;细节透视&rdquo;部分则对案例中的细节进行简明的理论阐释，剖析了细节背后所隐藏的积极
或消极意义，尤其是从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语言和行为中挖掘出极易被忽略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富
有针对性的教育建议。
　　本书十分重视案例的典型性与可读性，力求将一些抽象的学前教育原理还原于生动具体的幼儿园
教育实践之中，力求将深奥的教育理论寓于幼儿教师非常熟悉的教育情境之中，力求用深入浅出、简
明扼要的语言阐释出细节背后的理论要义，力求使读者能够从案例的描述与分析中得到某种启发。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幼儿园的广大教师、幼儿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师生，以及相关
领域的科研工作者。
本书可为上述读者对象开展幼儿园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帮助。
　　本书是各位编写者团结合作的结果，具体的写作分工为：第一篇和第五篇由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
院的陈迁撰写，第二篇和第四篇由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李亚娟撰写，第三篇由辽宁师范大学教育
学院的李英玉撰写，第六篇由大连市沙河口区教师进修学校的李志霞撰写。
全书由陈迁统稿。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参阅了一些教育案例和幼儿教育方面的期刊，特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时间比较仓促，加之编写者的水平所限，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
评指正。
　　陈迁　　2011年2月于辽宁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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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幼儿园教育实践中的细节问题展开论述，全书50个细节以案例的形式呈现，从语言运用
、非语言行为、教学探索、环境创设、因材施教和处理突发事件这六个不同的侧面来反映当前我国幼
儿园教育中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一些具有典型性的语言和行为。
且每个案例通过"细节描述"来展示一定的情境，并通过"细节透视"进行简明的理论阐释，剖析细节背后
的意义，进而提出富有针对性的教育建议。
本书案例典型丰富，语言简明扼要，适合幼儿园教师、幼儿师范院校和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师生
，以及相关领域科研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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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迁，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与特殊教育系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博士，长期
从事学前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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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编　语言运用
　细节一　对“你最棒”的质问
　细节二　“连浩浩小朋友都回答对了”
　细节三　“你们喜欢不喜欢呀”
　细节四　“你终于做对了”
　细节五　“把你送到小班去”
　细节六　不容商量的“商量”
　细节七　“正话”为何总要“反说”
　细节八　“如果你们不听话”
第二编　非语言行为
　细节九　撕破了的小红花
　细节十　此时无声胜有声
　细节十一　微笑
　细节十二　“寻找的眼睛”
　细节十三　有效的停顿
　细节十四　那根指着孩子的手指
第三编　教学探索
　细节十五　无法跳下去的舞蹈
　细节十六　“吹泡泡”引发的问题
　细节十七　“谭盾的音乐一点儿也不好听”
　细节十八　像波洛克那样作画
　细节十九　两片树叶一样吗
　细节二十　“我要用藤条建房子”
　细节二十一　不一样的丰收
第四编　环境创设
　细节二十二　该不该给她调羹
　细节二十三　奇妙的“土豆宝宝”
　细节二十四　掉落的桃花瓣
　细节二十五　留住那美丽的云
　细节二十六　“神奇的法宝”
　细节二十七　区域规则谁做主
　细节二十八　小兔为什么要“流浪”
　细节二十九　《乌鸦喝水》中的问题
　细节三十　蚕蛾的秘密
　细节三十一　书香萦绕的世界
　细节三十二　小小标记的妙用
第五编　因材施材
　细节三十三　老师身上的“妈妈味道”
　细节三十四　孩子，让我拥抱你
　细节三十五　灵灵的谎言
　细节三十六　汽车司机谁来当
　细节三十七　再见了，大花被
　细节三十八　“老师，我不会”
　细节三十九　面对“宁死不屈”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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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四十　老师挨了一个耳光
　细节四十一　为什么她总是最后一名
第六编　处理突发事件
　细节四十二　他举起了小椅子
　细节四十三　乔乔又打人了
　细节四十四　吞进肚子里的“小熊”
　细节四十五　“狼”真的来了吗
　细节四十六　树叶上的小虫子
　细节四十七　哪个瓶子装的水多
　细节四十八　“老师真傻”
　细节四十九　大象会游泳
　细节五十　从滑梯上被推下来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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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细节一  对&ldquo;你最棒&rdquo;的质问　　【细节描述】　　近一段时间以来，某幼儿园的各个
年龄班不知不觉中都形成了这样一个&ldquo;规矩&rdquo;：只要幼儿回答对了某个问题，或是幼儿表
现出某种好的行为，教师就会伸出大拇指，向这名幼儿说一声&ldquo;你真棒&rdquo;或&ldquo;你最
棒&rdquo;，或者教师与全班幼儿都伸出大拇指，一边向这名幼儿挥动大拇指，一边说：&ldquo;棒、
棒、你真棒！
good，good，very good！
&rdquo;可以说，幼儿园各班的教室里每天都会响起多次&ldquo;棒、棒、你真棒！
&rdquo;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一天，该幼儿园大班的张老师带领全班幼儿进行着结构游戏。
幼儿们用不同的积木和插塑玩具搭建出了各式各样的物品，有的幼儿搭出漂亮的楼房，有的幼儿插出
高高的火箭，还有的幼儿搭建了长长的火车&hellip;&hellip;正当幼儿们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小亮拿着
自己插的火箭来到张老师面前，问道：&ldquo;老师，你看，我插的火箭怎么样呀？
&rdquo;张老师看了一眼小亮的火箭，然后，一边向小亮伸出大拇指，一边说道：&ldquo;火箭真漂亮
！
小亮真能干！
小亮最棒了！
&rdquo;听了张老师的话，小亮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转身离开张老师，高兴地向其他小朋友介绍自己
插的火箭。
不一会儿，芳芳拿着自己插的楼房来到了张老师面前，也让张老师评价一下。
只见张老师不假思索地一边向芳芳伸出大拇指，一边说：&ldquo;楼房真漂亮！
芳芳真能干！
芳芳最棒了！
&rdquo;听了张老师的话，芳芳的脸上也露出一丝笑意，转身离开老师接着去玩了。
在这以后，陆陆续续又有几名幼儿向张老师展示作品，并让老师评价一下自己的作品，张老师也无一
例外地使用了自己惯用的手势和语言：&ldquo;某某小朋友真能干！
某某小朋友最棒了！
&rdquo;听着张老师的这种鼓励性话语，那些被鼓励的孩子脸上逐渐没有了笑意，取而代之的却是茫然
。
　　正在这个时候，小亮再次来到张老师面前，大声问道：&ldquo;老师，刚才你不是说，我最能干，
我最棒吗？
可是，后来你为什么又说别的小朋友最棒呢？
&rdquo;听了小亮的话，张老师顿时愣在那儿。
正当她一时语塞之际，小亮又接着质问道：&ldquo;老师，到底我是不是最棒的？
为什么你对小朋友们都说'你最棒'呀？
你骗人！
你是个骗人的老师！
&rdquo;听了小亮的话，其他几名得到同样鼓励的幼儿也聚拢过来，七嘴八舌地向张老师问道
：&ldquo;老师，到底哪个小朋友是最棒的呀？
&rdquo;张老师看看小亮那张生气而又委屈的小脸，再看看其他幼儿满脸困惑的表情，不知道自己应该
如何向小亮和其他幼儿解释，只是在心中一遍遍地问自己：&ldquo;难道鼓励孩子也有错吗？
现在幼儿园的老师不都是这样鼓励孩子的吗？
&rdquo;　　☆注：本案例编写参见了《早期教育》2009年第2期刘学军的《齐齐的质问》　　【细节
透视】　　&ldquo;你最棒&rdquo;、&ldquo;你真棒&rdquo;之类的话经常被一些幼儿教师挂在嘴边，以
此来体现其赏识教育的理念和教育评价观。
在本案例中，小亮对张老师那句&ldquo;你最棒&rdquo;的质问，实际上反映了教师应如何恰当评价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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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这一重要问题。
　　在分析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弄清楚评价的内涵以及评价的目的是什么。
简单地说，评价就是价值判断，就是人们对于客体（包括人、事物或活动等）有无价值以及价值大小
所作的判断。
在幼儿园中，教师和幼儿对于周围的人、事或活动都随时随地进行着各种评价。
那么，教师评价幼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评价的根本目的就是帮助幼儿了解、认识自己的优点或不足之处，并促进每一位幼儿在原
有水平上的发展。
因此，教师在评价幼儿时，必须采用适当的评价方式和评价语言，并注意合理运用激励性评价，防止
那种不关注个体差异和具体情境的虚泛评价与无效评价。
　　可以说，本案例中张老师的这种评价方式和评价语言在幼儿园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代表性。
不少幼儿教师总是习惯用&ldquo;你最棒&rdquo;、&ldquo;你真能干&rdquo;和&ldquo;你真棒&rdquo;这
类语言来评价幼儿，将这类评价语言视为成功激励幼儿的&ldquo;法宝&rdquo;。
的确，恰当运用这类语言会极大地增强幼儿的自信，带给幼儿不断前进的力量。
但不应忽视的是，取得上述成效的重要前提是教师能否将这类语言运用得恰到好处。
否则，千篇一律、徒有形式的虚泛评价会让幼儿逐渐变得麻木，并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在本案例中，小亮之所以对张老师那句&ldquo;你最棒&rdquo;的评价提出了质疑，其原因就在于此。
面对不同的幼儿和各具特色的作品，张老师只是用&ldquo;你最棒&rdquo;之类的话和竖起大拇指这一
体态语言进行评价，这是一种缺乏针对性的虚泛评价和无效评价，这种评价非但没有增强幼儿的自信
心，没有达到促进幼儿发展的目的，反而导致幼儿对教师产生了怀疑，甚至颠覆了教师在幼儿心目中
原有的美好形象。
其实，不仅仅是&ldquo;你最棒&rdquo;、&ldquo;你最能干&rdquo;这类带有横向比较性质的评价语言会
带来上述副作用，如果滥用&ldquo;你真棒&rdquo;、&ldquo;你真能干&rdquo;这类没有横向比较性质的
评价语言，也可能会带来某种阻碍幼儿发展的副作用。
比如，当教师用&ldquo;你真棒&rdquo;来夸奖某位幼儿创作的作品（如绘画、手工等作品）时，其他
幼儿很可能也为了得到老师同样的夸奖而去模仿这位幼儿，这样就会使其他幼儿中断了自己原有的创
造过程，并使他们对自己的创造能力产生了怀疑：&ldquo;老师夸奖他了，而没有夸奖我，是不是我的
作品不好呀&rdquo;？
在这一心理过程中，没有得到夸奖的幼儿的自信心必然会受到某种影响。
　　那么，教师究竟应该如何对幼儿进行恰当而有效的评价呢？
这里提供几个参考建议：　　第一，关于如何对幼儿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的问题，在《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中早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教师应当&ldquo;避免用划一的标准评价不同的幼儿
，在幼儿面前慎用横向的比较&rdquo;。
因此，教师在对幼儿进行评价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明确评价的目的，致力于促进每一位幼儿在原有
水平上的发展，而不应刻意在幼儿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教师应避免使用&ldquo;你最棒&rdquo;
和&ldquo;你最能干&rdquo;之类容易导致幼儿间相互横向比较的语言。
　　第二，教师应当承认并充分考虑幼儿的个体差异，以每位幼儿过去的发展水平作为评价的基准，
针对每位幼儿的特点和现实状况使用恰当的评价语言，以帮助幼儿认识到自己的进步和优点，而不是
使用&ldquo;你最棒&rdquo;和&ldquo;你真棒&rdquo;之类虚泛的且没有针对性的评价语言。
　　第三，教师应当将评价与指导结合起来，通过一些带有指导性的评价语言，帮助幼儿扬长补短，
不断取得进步。
　　最后，教师还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态度，并注意恰当运用积极的体态语言。
如果教师能以热情、关注的态度去评价幼儿，幼儿就会从教师的积极态度中得到鼓励和支持；相反，
如果教师态度冷淡或心不在焉，幼儿就会由于教师消极态度的暗示而产生抵触、怀疑等心理，从而影
响到评价的效果。
　　在本案例中，张老师在对小亮等幼儿进行评价时，她应当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些幼儿的结构游戏
成果，充分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幼儿的不同特点和发展水平，使用富有针对性的评价方式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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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语言，让每个幼儿都能认识和了解自己的优点，并进一步明确自己需要不断改进之处。
如果通过比较小亮过去与现在的结构游戏水平，发现小亮的结构游戏能力有了显著提高，那么，张老
师就可以对小亮进行真诚的鼓励和评价，如&ldquo;小亮很有进步呀！
你这次插的火箭颜色搭配得很漂亮！
而且火箭的各个部分比例很和谐，让人看起来很舒服！
&rdquo;等等。
在充分肯定小亮的优点和进步之后，张老师可以用正面的语言进一步指出小亮的不足之处，如&ldquo;
小亮，你的火箭尾翼大小好像不一样呀。
如果你能把火箭的尾翼插得都一样大，你的火箭就会更漂亮了！
&rdquo;在说这些话的同时，张教师还应配合使用积极的身体姿态、面部表情和语音语调，如适当地俯
下身子，面带真诚的微笑，目光和蔼，语音语调亲切等等。
此外，张老师还可以引导小亮仔细观察火箭的图片或模型，分析火箭各个组成部分的特点及其搭配关
系，指导小亮运用更复杂的插接镶嵌等结构操作技能。
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的评价，既可以避免小亮等幼儿盲目自大或自卑，又可以防止幼儿在较低的游戏水
平上停滞不前，从而有效地促进幼儿发展。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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