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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个幼儿知道了石膏粉遇水就凝固的

道理。有的孩子则说：“水倒入石膏粉中，

搅拌得稀一些，做出的石膏小动物特别光

滑；如果水放得少，当揭开石膏小动物的

模子时，石膏小动物就会碎，或者做的小

动物很粗糙。”这些都是孩子们总结出的

经验。在此基础上，孩子们又生成了用各

种模子做东西的活动，进行了石膏粉与水

的比例的探索实验等，互动墙的内容也越

来越丰富有趣。

整合资源，强化自然与发展性

家长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伙伴。在互

动墙的创设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准备活动

所需的材料，并将活动的主体构思，通过

家长会、家园联系园地等形式告知家长，

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搜集、创作，帮助孩子

记录，鼓励幼儿画一画，然后粘贴、展示，

按时完成计划等。例如：在表演区的“小

熊请客”互动墙饰中，为了给小熊家准备

道具，孩子们从家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废

旧材料。有的用布做成了小书包；有的用

纸盒做成了小盘子，里面放小鱼、小虫和

肉骨头；有的幼儿给小熊布置了一个家；

有的用硬纸板做故事中的小动物头饰等。

综合各种教育资源和活动资源，能促进幼

儿多元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和研究，我们得出以

下结论。实验前：对主题感兴趣47%，互

动频率40%，促进幼儿发展60%。实验后：

对主题感兴趣90%，互动频率93%，促进

幼儿发展100%。实验前后对比发现：幼

儿主动参与互动墙饰，与墙饰主题的确

立有密切关系。如果主题的来源是幼儿

感兴趣的、能够满足幼儿需求的，那么

幼儿与其墙饰互动的频率就多，幼儿的

能力就会得到相应的递进式的发展。反

之，主题的来源是教师为幼儿确定的，

结果就会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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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幼儿学习重要的教育资

源。《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强调：“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反应，敏感

地察觉他们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

应答，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生互动。”这

些新的理念，无疑为我们的“教”与“学”，

为教学过程中师幼互动、促进幼儿主动

发展提出研究的新课题。随着环境意识、

课程意识的不断增强，笔者确立了“以

互动墙饰为切入点，为幼儿的学习提供

支持性、互动性、开放性和发展性的环境，

促进幼儿的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研究。

结合课程，突出主题与目标性

走进活动室，醒目的互动墙跃然眼

前。只要看一下四周的墙面，就会大致了

解本班最近在开展什么主题的活动。幼

儿在自由活动时，也会时不时地聚集在互

动墙饰前，讲述交流、回味快乐、体验成

功。例如：“怎样做一名合格的预备小学

生”互动墙饰，就围绕“我想了解有关小

学校的一些事情——参观小学校——自己

努力的方向”等几个板块创设互动的情景，

在突出主题的基础上，融语言、社会、艺

术等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于一体并加以迁

移、整合。在“我也来跳绳”的互动墙饰

中，通过对幼儿实际水平的了解及活动的

发展、调整，产生了以下分主题的活动。

即：怎样学会跳绳？（跟别的班的小朋友

学、老师教、在家练、跟爸爸妈妈学）——

跳绳中发生的趣事——我看到的小朋友跳

绳的样子（练习画人物的不同姿态）——

不会跳绳怎么办？（开展丰富的体育活动，

锻炼幼儿身体的协调能力、臂力等）——

绳子的玩法一哪种绳子好跳？——跳绳比

赛等。由于墙饰是幼儿天天关注的环境，

所以能够有效地调动幼儿锻炼身体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随着一次次活动的拓展，互

动墙饰的主题也随着幼儿的活动情况和教

育目标得到了层层推进。

衔接活动，注重互动及参与性

互动墙饰的创设过程，也是一个师

幼、幼幼、家园互动的过程。例如：围绕

“有趣的叶子”这一主题，教师可以事先

在墙面上“留白”，让幼儿自行设计，共

同探索。此时，正值国庆节前后，孩子们

有的去了外地旅游，有的到附近的公园游

玩，他们都采集了各种各样的叶子，漂亮

极了。他们觉得，把这些叶子放在墙上供

大家欣赏，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作为教

师，要支持孩子的想法。随后，孩子们围

绕“叶子”提出了许多问题。于是，在追

随孩子们想法的基础上，又展开了第二个

板块的活动——“我想问一问叶子”。幼

儿们纷纷问道：“叶子为什么有的黄，有

的绿？”“叶子里的筋是什么？”“叶子为

什么到秋天就变黄或变红？”在没有教师

思维的限制下，他们积极思考，大胆提问，

参与性得到了明显提高。对于问题的解决，

可以请孩子自己想办法。有的幼儿说，在

图书区看书时找一找答案；有的则说，要

问爸爸妈妈，如果他们不会还可以上网查

一查……参与的广度在孩子们的谈话中逐

渐地扩大了。譬如，幼儿冯译天的妈妈在

网上查找了答案并打印出来，装订成册挂

在了墙饰上；幼儿张炜辰把书皮画下来订

在墙上；把相关这些问题的书放在图书区，

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孩子可以在图书区查

找答案。当孩子们早上来园时，喜欢牵着

妈妈的手，给妈妈讲墙饰上的内容，墙饰

此时便成了备受大家喜爱的、生动形象的

教科书。

总结经验，体现开放与生成性

互动墙的内容，应该随着活动主题

的展开，而不断深化、丰富和调整，并永

远向儿童开放。例如：在有关“幼儿园里

的杏树和海棠树”主题的基础上，孩子们

引发了“果实”“种子”的分课题。在“我

来试一试”幼儿探索活动中，孩子们将“石

膏粉+水”进行搅拌，放在动物模子里晾

干，就能做成石膏小动物。在多次的操作

后，他们总结出了做石膏小动物的各种不

同的经验。有的孩子说：“水倒入石膏粉

中，必须快一些搅拌，要不石膏粉就会干。”

互动墙饰：创设幼儿学习环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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