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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明星 摄影
报道）福字藏古诗、对联展口才、
估算红灯笼、年货大采购……日
前，田家庵区第十八小学将期末

“乐考”与即将到来的春节结合
起来，组织二年级学生开展“灵
蛇启智 新春乐考游园会”活
动，让学生们在富有年味气息的
闯关游戏中完成期末综合素养
评价。

走进“乐考”教室，淮河早
报、淮南网记者看到，贴着的对
联和各种福字以及挂起的大红
灯笼等将教室装扮一新，洋溢着
浓浓的年味气息。学生们戴着
充满喜气的精美头饰，有序参加
精心设置的闯关游戏，每完成一
道关卡，根据完成情况可获得相
应的福袋数量。其中，语文学科
设置了“糖葫芦串字”“鞭炮炸妙

句”“福字藏古诗”“对联展口才”
四道关卡，数学学科设置了“口
算鞭炮响”“估算红灯笼”“福字
藏时间”“年货大采购”四道关
卡。闯关中，学生们兴高采烈、
精神抖擞，迎接每一项挑战，现
场呈现一派喜乐融融的场景。

据了解，为扎实做好“双减”
工作，田家庵区第十八小学以切
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为突破口，
以低年级学生的学段特点、心理
特征及认知规律为基础，积极探
索多元化、情境化的评价模式。
此次“乐考”活动与中国传统节
日春节相结合，把学科要达成的
核心素养融入到真实情境的活
动和游戏之中，让低年级学生在

“乐”中学、“乐”中“考”的同时，
明习俗、知礼仪，传承好中国传
统文化。

期末“乐考”

在趣味闯关中感受年味

寒假将至，北京大学研学导览
项目再次启动，学校青年志愿者将
与来进行研学的同学们同行相伴、
导学共览。

预约方式
1 月 10 日起，公众可以通过关

注“燕园学子微助手”公众号，在聊
天框发送“研学导览”获取详细预约
指南，解锁定制式教育设计，收获沉
浸式学思体验。

寒假假期（1 月 13 日-2 月 16
日）期间，每天 9 时、10 时 30 分、14
时、15时30分四个时段开启假期研
学导览活动，参与的团队只需选择
一场，并于活动开启前15分钟到达
新太阳学生中心九一剧场。

当前研学团体预约仅面向“中
小学”和“教育行政部门”等社会团

体，符合资质的团体需提前3天将相
关材料发送至邮箱：yanxue@pku.
edu.cn。邮件命名为：本单位名称-
入校日期。

注意事项
因校园承载量有限，原则上一

个团体总人数不超过200人，请提前
3天进行预约。如预约成功，将于2
日内收到告知邮件，邮件将告知团
体入校具体流程。

校园参观不收取任何费用，入
校期间参观人员须遵守校园管理相
关规定，做到文明、有序参观。遇校
内重大活动或极端天气等不宜开放
的情况将暂停校园参观，如遇特殊
情况不能按预约时间进校的，请参
观人员服从学校安排。

来源：首都教育

北京大学启动寒假研学导览服务

问题来了
幼儿天生爱玩，喜欢在自然环境

中自由探索，很多幼儿园为此打造了
具有自然环境特点的区域，如：种植
地、饲养角、水栽土培区、小树林、花园
等。幼儿总能在这些地方发现蜈蚣、
蚱蜢、蚂蚁、蟑螂等动物，他们或是大
声尖叫着，或是好奇地抓起观察，或是
伸脚踩踏动物……在幼儿园里，教师
应该怎样引导幼儿安全且有效地观察
动物呢？幼儿与动物之间怎样友好相
处、共生共存？

专家观点
在幼儿园里，幼儿与小动物相处

的过程是儿童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
及情绪情感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观察
是幼儿与动物相处过程中最基本也是
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对由此引发的

“如何安全有效地观察动物”“如何与
动物共生共存”等问题，我认为幼儿教
师应以观察者、引导者、教育者、研究
者和伙伴的身份介入活动过程，从观
察方法、活动设计等方面施与有效指
导，激发其观察与探究的兴趣，支持幼
儿由观察动物引发的深度学习，促进
幼儿与动物和谐共处，萌发其尊重生
命、热爱自然的情感。

一、对幼儿喜爱动物的天性，教师
要“顺”

了解幼儿的心理特征。喜爱小动
物这种人类的“亲生物行为”亦是幼儿
的天性，他们看到自己喜欢的小动物
时会开心不已，而对毛毛虫、蜈蚣、蟑
螂等动物的恐惧感往往是后天因素使
然，如：性格胆小、缺乏动物知识、受到
负面引导等。所以，作为幼儿教师，应
充分了解幼儿这一心理特征，理解和
接纳幼儿看到动物时大声尖叫，或是
好奇地抓起观察，或是伸脚踩踏等心
理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表现，鼓励幼儿
与动物建立健康的互动关系。

丰富动物相关知识储备。为呵护
幼儿对动物的好奇心与探索欲，满足
其初步认知需求，幼儿教师应秉持对
待科学教育的严谨态度，通过查阅动
物相关资料，对动物学知识进行“蓄能
式”储备，夯实自身的科学素养，多开
展动物教育活动，积累实践经验。

创设多样化的互动环境。幼儿园
应为幼儿提供一个丰富、有趣且安全
的与幼儿互动的环境。可本着因地制
宜的原则,尽量选择本地便于饲养且
性格温顺、适合幼儿接触和观察的小
型动物。要时刻注意动物的健康状
况，指导幼儿很好地照顾它们，从而打
造一个安全、科学、富有童趣的幼儿专
属动物乐园。

二、当幼儿有观察的兴趣时，教师
要“启”

及时捕捉幼儿的兴趣点。捕捉幼
儿对小动物的兴趣点是一个既有趣又
富有教育意义的过程。教师可以仔细
观察幼儿在与小动物接触时的反应与
表现，记录幼儿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
往往能反映他们特别关注或兴奋的时
刻。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和认知能力
的提升，他们对动物的兴趣点可能会
发生变化，因此要定期与幼儿交流，了
解他们当前对哪些动物或动物相关的
主题感兴趣，并据此调整教育内容。
还应尊重幼儿的个体差异，每个幼儿
对动物的兴趣和关注点都是独特的，

应给予尊重和鼓励，以认同与支持的
态度与幼儿开启一场快乐的探究之
旅。

制定与动物相处的规则。教师和
幼儿要共同制定饲养制度，明确饲养
环境的要求、食物的准备、喂食次数和
数量、观察时间和周期、饲养区的打扫
等事项，这有助于确保动物得到妥善
照料，同时为幼儿提供参与饲养活动
的机会。教师要提醒幼儿用温和的声
音、轻柔的动作与动物交流，不拉扯、
拍打或吓唬，要避免过于亲密的接触，
如亲吻、拥抱等，不要碰触动物的眼
睛、鼻子、嘴巴等敏感部位。教师还应
全程监督幼儿与动物的相处情况，以
确保幼儿安全并及时纠正不当行为。
要求幼儿接触动物后洗手，保持个人
卫生。同时定期清洁和消毒与动物接
触的物品和区域，预防疾病传播。

三、当幼儿有探究的欲望时，教师
要“导”

掌握观察动物的科学方法。幼儿
与动物之间的友好相处不仅仅是一种
简单的观察关系，更是一种情感的交
流和生命的共鸣，教师需在这一过程
中定位好“引导者”角色，导航幼儿的
动物探索之旅。要根据幼儿对小动物
的兴趣点及动物的特点，制定详细的
观察计划，明确观察目标、观察内容、
观察方法、时间安排等，引导幼儿有目
的地观察动物，用看一看、听一听、摸
一摸的方式，全面地了解动物的特
点。掌握由整体到局部再到整体的观
察方法，将观察与探究结果表征在“动
物观察记录表”上，细致全面地观察动
物。最后，教师还要组织幼儿一起回
顾观察过程，分享彼此的发现和感受，
由自然观察走向深度学习。

提供观察动物的设备支持。适宜
的工具支持能使幼儿在观察动物时，
更聚焦它的特征变化，更精确地去观
察一些细节，帮助幼儿收集更多的信
息。提供给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观察的
工具应有区别：小班幼儿注意力时间
较短，可给其提供外形有趣、方便抓
握、观察视线宽大清晰的工具，如大号
放大镜；中班幼儿有意注意时间较长，
在观察动物时会进行观察比较，以发
现“相同”和“不同”，可提供功能要求
更高一些的观察工具，如常见的放大
镜；大班幼儿更注重对动物特征的细
致观察和连续观察，因此，除提供日常
的工具外，还可提供电子扫描显微镜、
高倍显微镜等，支持幼儿能够更投入
地观察动物的外部、局部特征和变化。

拓展延伸观察动物后的活动。幼
儿观察小动物后，可以通过一些富有
创意和教育性的活动来拓展和延伸他
们的学习体验。可以开展实验，如观
察蚂蚁如何搬运食物、蜗牛在不同表
面的移动速度等，激发幼儿对科学探
索的兴趣。写生活动也是观察动物的
一种极佳方式，幼儿通过细致观察来
捕捉动物的外形特征，包括动物的体
形、颜色、毛发、动态变化等，进行艺术
创作，可以有效提高观察力与表现
力。此外，一些动物主题的角色表演
游戏也能让幼儿模仿动物的行为和声
音，增进对动物习性的理解，由此巩固
和拓展观察小动物时的学习成果，还
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培养多方面的
能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

幼儿如何与动物友好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