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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皮亚杰的儿童发展理论影响下，20世纪诞生了众多早期教育课程和教育方案，其中，康司坦斯·凯米

的早期数学教育方案和主张颇具代表性，尤其是其提出的日常生活情景、团体游戏等数学教育形式，在

数学教育形式和数学教育活动设计策略上对我国幼儿园数学教育实践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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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iaget’s theory of child development, many early education courses and 
education programs were born in the 20th century, among which Constance Kemii’s early mathe-
matics education programs and ideas are quite representative, especially the mathematics educa-
tion forms such as daily life scenarios and group games, which have great enlightenment signific-
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in China in terms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forms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activity desig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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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初，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 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开始形成，而建构主义就是认知发展理论

的其中一个分支，重视学习者对知识的主动理解与建构，并认为学习不是发生在被动吸收或单纯被灌输

知识的过程中，而是学习者亲自参与的丰富、生动的实践或操作过程，由此可见，建构主义倡导的是“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1]。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康司坦斯·凯米(Constance Kamii)是皮亚杰理论的忠

实追随者，因此她提出的早期教育方案也坚持了建构主义的理念，是当代受建构主义影响较大的早期教

育方案或课程的典型代表之一，具有明显的“以幼儿为中心”的特点[1]。 
时代的快速发展向教育发起了新的挑战，各阶段教育都亟待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最佳模式，幼儿园

数学教育也不例外，我国幼儿园数学教育目前仍存在割裂传授知识、教师水平不足、忽视幼儿思维发

展等问题[2]，对凯米建构主义早期教育方案的研究可以为我国幼儿园数学教育形式、指导策略提供有

益启示。 

2. 凯米数学教育思想的理论内容 

凯米的数学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儿童数学认知与数学策略方面，一方面关注幼儿对数学概念的理解

和幼儿发展的阶段性特性，另一方面关注如何通过日常生活情境和团体游戏促进儿童数学能力的发展，

其数学教育思想的理论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2.1. 关于数的本质 

凯米认为数学概念属于数理逻辑知识，与社会知识和物理知识不同，数理逻辑知识是客观的、抽象

的，并非存在于外在实体上，而是由人类创造和协调关系构建而成。因此，凯米主张数的逻辑结构不宜

直接教授给幼儿，而应通过幼儿的动手操作和实践，促使他们主动地建构起自己的数学知识框架。幼儿

园教师应当在幼儿对各种具体事物初步认识的基础上，鼓励幼儿将其归纳到各种关系中，并引导他们积

极思考这种联系，从而潜移默化地实现幼儿数认知结构的发展[3]。 

2.2. 关于数学教育的目标 

凯米秉持建构主义精神，设计了以知识建构为核心的早期教育方案(Program of Early Education，简称

EEP)。EEP 课程旨在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并明确定义了以“自主”为核心的目标框架，包括认知和社

会情感方面的发展[3]。 
认知目标包括激发幼儿提出各种想法和问题的能力，引导他们将事物置于关系中进行思考，关注异

同点。凯米认为，数学是存在于幼儿的日常生活中的，幼儿在分类、排序、数概念等方面能力的发展都

是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的，因此日常生活情境就是很好的学习场所，幼儿有能力在具体生活情境中去解

决一系列问题并学会思考事物之间的关系，数学的学习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3]。 
社会情感目标可以概括为幼儿主体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两方面。主体性发展包括：培养幼儿机敏和

好奇心的品质，促使幼儿相信自己具备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能够自信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社会

性发展包括建立幼儿与成人之间自然的、非强制性的关系，在此过程中逐渐地增强幼儿的自主性，以及

要求幼儿尊重他人的情感和权利，并通过去自我中心、协调差异观点发展其合作能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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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数学教育的原则 

凯米基于建构主义的立场，从建构关系、具体物的数量、社会交往三个方面提出了与传统的教学原

则截然不同的六条教学原则，为教师的数学教育实践提供了指导[3]：鼓励幼儿将事物归类到各种关系之

中，并联想创造出其它的关系；当数字或数量对幼儿而言是有意义时，鼓励他们对之加以思考；鼓励幼

儿将具体物合理地数量化，并比较其形式，而不是鼓励其去计算；鼓励幼儿将可移动的具体物体加以分

组；鼓励幼儿与同伴交换自己的想法；预测幼儿的想法，并根据幼儿可能产生的思考方向加以指导。 

2.4. 数学教育的形式 

凯米在《幼儿重新发明算术》(Young Children Reinvent Arithmetic)中，提出了运用日常生活情境和团

体游戏(Group Game)作为刺激儿童数学思维发展的有效形式[3]。 

2.4.1. 日常生活情境 
凯米的观点强调，幼儿重新构建算术的过程根植于真实的生活情境中。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能够自然

而然地激发幼儿的数学思维发展，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有效促进幼儿对相应数学概念的建构。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各种蕴含数学问题的真实情境(如分蛋糕、数筷子、挂毛巾、上下楼梯等)都可以为幼儿提

供学习的机会，这种数学教育方式可以使幼儿始终处于主动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状态[3]，也就不会觉得数

学的学习是枯燥乏味的。 

2.4.2. 团体游戏 
凯米认为，团体游戏对促进幼儿的认知和社会性发展有独特的作用与价值，和日常生活情境呈现互

补的关系，可以有效刺激儿童数的思维发展，在不同的团体游戏中，幼儿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得到不同

方面数学思维能力的发展[3]，具体团体游戏对应数学相关概念见表 1。 
 

Table 1. Table of group games corresponding to mathematical concepts 
表 1. 团体游戏对应数学相关概念表 

游戏者身份 团体游戏类型 数学相关概念 

平行角色 
击目标角色 

空间概念 
赛跑游戏 

互补角色 

追逐游戏 
去自我中心化、 

空间推理和解决问题能力 捉迷藏游戏 

猜谜语游戏 

语言游戏 / 

卡片游戏 
数字、数序列、数运算等相关概念 

棋子游戏 

3. 凯米数学教育思想的实践启示 

3.1. 丰富幼儿园数学教育形式 

运用日常生活情境、团体游戏的数学教育形式刺激幼儿数学思维的发展，不仅适用于幼儿园的数学

教育活动，同样也适用于家庭早期的数学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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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数学教育 
回归生活主旨的幼儿教育是必然，尽管早在 20 世纪早期，陈鹤琴的“活教育”与陶行知的“生活教

育”理论就阐述了生活对于教育的重要意义，我国在幼儿园数学教育上的生活化教育仍起步较晚[4]。幼

儿园数学教育生活化是由幼儿年龄特点决定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也有强调“幼儿的学习

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提出需要引导幼儿感知和体会生活中需要用到数

的地方，关注周围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数的信息，体会数代表的不同的意义[5]。 
成人需要关心幼儿所关心的，发现幼儿所发现的，捕捉生活中的教育契机，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可

以提供给儿童诸如分零食、数餐具、挂毛巾等蕴含数学问题的真实情境，使幼儿始终处于主动思考并尝

试解决问题的状态，发展其数学相关概念[3]。幼儿有了一定生活经验的积累后，教师可以利用生活中的

材料等手段为幼儿数学活动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4]，数学教育生活化并非一蹴而就能实现，而是要从生

活中出发，再回到生活中去，而这一过程教师和父母的作用缺一不可。 

3.1.2. 团体游戏中的数学学习 
数学学科和幼儿学习的特点决定了幼儿数学学习游戏化的必要性[6]，而团体游戏往往是综合性的，

涉及多个领域幼儿能力的发展，如赛跑游戏，既有健康领域能力的发展，又有数学空间概念的发展。 
因此教师需要先判断各种各样的团体游戏对应的相关数学概念，了解游戏的不同价值，明确幼儿在

游戏中承担着的角色。在团体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应密切关注和观察幼儿的游戏表现和发展水平，及时

调整自己的角色，帮助幼儿调动以往的游戏经验和数学经验，使幼儿在反复游戏的过程加深对游戏的理

解，尝试创新游戏玩法或调整规则[6]。此外，教师还需鼓励儿童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以发挥团体游戏对

于儿童社会性和认知发展的独特作用。 

3.2. 转变数学教育活动设计策略 

尽管日常生活情境、团体游戏丰富了幼儿园数学教育的形式，数学教育活动仍然是幼儿园课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最主要的职能。建构主义虽然提倡以幼儿为中心，但不等于弱化教师的作用，更准

确的理解应该是转换教师的作用，让教师从控制者、主导者转换到观察者、指导者的身份。凯米的数学

教育理念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我国幼儿园教师设计数学教育活动提供了策略上的

启示： 

3.2.1. 目标制定 
我国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其实已有提及，教育活动的目标要以《幼儿园工作规程》和纲要

中具体领域的目标为指导，结合本班幼儿的经验储备和发展水平来确定[1]。数学教育活动的目标不应该

是一成不变的，应以幼儿为中心，根据幼儿的经验和兴趣随时生成新的活动目标或及时调整预设的活动

目标，使预设目标和生成目标有机结合，让幼儿始终处于一个主动探索的地位，在操作和实践中建构起

自己的数学知识体系。 

3.2.2. 内容建构 
教师在选择数学教育活动的内容时应注意与目标保持一致，在操作性、探究性、生活性、趣味性等

原则的指导下，选取贴近幼儿生活的、与幼儿现有数学经验相匹配的内容来融入数学教育活动，既要有

教师预设好的部分，又要尊重幼儿的兴趣，留有活动过程中生成性内容的空间。 

3.2.3. 实施落实 
实施过程是教育活动的主体部分，教师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学习特点及认知规律，在实施过程中根据

教育活动的独特性调整自己的实施策略，注意兼顾五大领域的内容。第一，明确预设的活动目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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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活动的具体过程。第二，既要关注整体幼儿的学习情况，也要关注他们的互动合作情况以及个体的

发展水平。第三，既要注重幼儿的全面发展，又要关注培养幼儿的思维能力发展[1]。 

3.2.4. 评价完善 
作为幼儿园课程的组成部分，教育活动评价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方面，这有助于促进教育活动的反

思与重建，师幼在这一过程中共同成长；另一方面，它也能够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幼儿园课程的不足与契机

[1]。在凯米的数学教育理念的启发下，我国的幼儿园教育活动评价应当实现主体和手段的多元化。这包括

将幼儿纳入教育活动的评价过程中，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并在师幼互动的过程中主动地评价自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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