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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对提高儿童学习主动性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驱动性问题为项目活动的探究提供抓手，助推学习主动性的发

展。研究者立足X幼儿园实际，对该园幼儿在项目活动中学习主动性的现状进行调查、整理，在对幼儿园项目活动中儿童

学习主动性的表现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驱动性问题的设计与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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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对提高儿童学习主动性具有一定的推

动作用。驱动性问题为项目活动的探究提供抓手，当

儿童寻找驱动性问题的答案时，他们的学习主动性随

之发展。然而，在教育实践中，部分教师由于缺乏对

儿童学习主动性表现特点及驱动性问题设计的深入

分析，常常忽略问题提炼对儿童学习主动性的驱动作

用。研究者立足X幼儿园实际，对该园幼儿在项目活

动中学习主动性的现状进行调查、整理，在对幼儿园

项目活动中儿童学习主动性的表现特点及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聚焦驱动性问题的设计与实施，

在项目活动过程中，对儿童“学习主动性”进行观察、

分析，并梳理总结出适宜的教育建议。

一、项目活动中儿童学习主动性的概念内涵及

特点

（一）儿童学习主动性的概念内涵

霍力岩认为，主动学习主要强调幼儿在活动中与

“物”的互动和与“人”之间的互动。她提出儿童主动

学习包括主动参与、主动发现、主动探索、主动交往和

主动合作五个维度。［1］研究者借鉴霍力岩的观点，提

出学习主动性直接指向学习活动的内部动机，主要表

现为幼儿对事物充满好奇，通过主动投入学习过程、

与周围环境进行良好互动，从而获得并建构新经验；

学习主动性是学习者积极主动建构经验的一种学习

品质。

（二）项目活动的概念内涵

项目活动强调师幼合作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教

师要能接住幼儿抛出的问题或话题，并进行适宜的引

导，从而使幼儿对这一项目主题保持兴趣，并在一个

更高的水平上继续探索，甚至发展出新的活动。［2］裘
迪·哈里斯与丽莲·凯兹认为，项目活动的主要特征是

对有价值的问题或内容进行深入探究，寻找解答。［3］

本研究中的“项目活动”是指在教师的支持下，幼儿围

绕游戏和生活中感兴趣的“话题”或“问题”，通过探索

交流、经验分享等方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理解意

义，从而进行深入探究，建构相关知识与经验的过程。

（三）项目活动中儿童学习主动性的特点

研究者随机选取小、中、大年龄段各 3个已完成的

项目活动，对其进行质性分析。借鉴霍力岩的观点，

研究者结合数据分析，整理出项目活动中各年龄段幼

儿学习主动性的特点（见表 1）。
二、项目活动中儿童学习主动性的现状及影响

因素

研究者立足班级开展的项目活动，通过观察并记

录幼儿在项目活动中的主动学习行为，根据观察量表

中各维度和阶段的描述，对幼儿学习主动性进行记

分，并将各年龄段幼儿学习主动性的测查成绩作为原

始数据进行统计运算。从数据分析中，研究者发现：

小班幼儿在各项目组中的学习主动性差异小，中大班

幼儿在各项目组中的学习主动性差异较大。同时，各

年龄段幼儿在项目活动中的学习主动性存在一定的

差异，幼儿在项目活动中学习主动性的各指标发展不

均衡，教师在项目活动中更为关注幼儿的问题解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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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活动中儿童学习主动性的特点

针对以上情况，研究者通过对项目活动中幼儿的

学习主动性进行追踪记录，结合影响幼儿主动性学习

的相关因素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提出幼儿在项目活

动中学习主动性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

（一）项目活动的启动背景

在分析教师记录的项目活动时，研究者发现，驱

动性问题触发的项目活动中，幼儿的参与度、问题意

识以及师幼、幼幼的互动性更强。可见，项目活动的

启动背景影响幼儿的学习主动性。

（二）驱动性问题的设计

在数据分析中发现，驱动性问题与幼儿生活情境

密切关联多的、能引发幼儿认知冲突的、具有适度挑

战性的项目活动，在不同年龄段里的学习主动性的得

分都比较高。可见，驱动性问题的设计影响幼儿学习

主动性的发展。

三、项目活动中驱动性问题设计的原则

（一）真实性

学习是主动与知识互动的结果。驱动性问题的

设计，应该基于幼儿生活经验、源自幼儿真实生活情

境，才能触发幼儿主动参与、主动思考、主动发现，从

而形成新的认知，并驱动幼儿对所探究项目的持续

深化。

例如，“六一”节，大班幼儿布置了一场画展，中班

幼儿逛完“画展”后，也希望能在幼儿园举办一场属于

自己班级的画展。

驱动性问题设计：如何设计制作一款让平面纸质

作品立起来的展示架？

在这个问题的驱动下，幼儿进行为期三周的项目

探究，内容包括：1.了解画展展示架的种类、功能，确

定制作展示架的款式；2.了解展示架的结构、材料及

制作过程，准备制作的材料；3.画出展示架及展厅的

设计图，并根据设计图制作展示架；4.参与布展，并对

展示架进行实践检测，发现问题并改进；5.成果展示。

（二）挑战性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才能诱发幼儿在原经验的基

础上，点燃思维的火花，在思维积极参与的过程中，有

效加工和存储信息，接纳新的知识，巩固或者改变原

有的认知，［4］从而积极构建高阶认知。驱动性问题是

一种指向“最近发展区”的“支架教学”。［5］

例如，大班幼儿很快就要毕业了，即将离开生活

了三年的幼儿园，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关于“毕业”的话

题。从他们的闲聊中，能感受到他们有很多话想说，

有很多事想做。那么，“毕业”之于儿童意味着什么

呢？教师可以如何支持他们在人生的第一个“毕业”

阶段获得更有价值的收获呢？

驱动性问题设计：你希望的“毕业活动”是什么样

的？你最想在毕业前或毕业那天做什么事情？

于是，一场关于“我们的毕业”的项目活动在儿童

议事厅启动，随之而来的是关于毕业季的方案策划、

商议、论证、分工、实施以及最后的派对。在一次次的

问题解决中，幼儿不断向自己发出挑战。游戏项目设

定、规则设置、场地选址，自助餐营养搭配、菜单、摆

台，儿童影院选片理由、时长、场地、票务等，在一个问

题的驱动下，一个多月的项目活动，幼儿获得的不是

一个答案，而是一次次成长。

四、项目活动中驱动性问题设计的策略

（一）链接儿童真实生活，激发学习动机

基于真实生活的情境更能唤起幼儿的情感共鸣，

当驱动性问题与幼儿的生活经验密切联系时，幼儿的

学习主动性更易被激发。教师应关注幼儿的一日生

活，从幼儿的行动、对话中，找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并对相关的内容进行记录，从幼儿身边最真实的生活

情境中捕捉适宜的问题。可以从幼儿之间的对话中，

直接引用他们的问题，支持幼儿探索生活中看得见的

内容；也可以提取幼儿愿意探索的事件，加以总结提

炼，作为驱动性问题，激发幼儿主动探索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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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幼儿园的空中花园是幼儿的秘密基地，里

面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和植物，如蜗牛、蚯蚓等。幼

儿经常拿上放大镜、小铲子到空中花园玩。一天，钰

垚幸福地跑过来，一脸惊喜地说：“哇！有蜗牛！它会

爬，还是活的，我在韭菜地里找到的。”其他幼儿都围

了过去：“我也找到了，这边还有 1只。”“1、2、3、4……

原来空中花园中有这么多蜗牛。”当这个事件发生时，

教师抛出问题：“哪里可以找到蜗牛？哪里的蜗牛最

多？”幼儿接到问题后都兴致勃勃，项目探究随即启

动。他们开始尝试在幼儿园各个角落寻找蜗牛，记录

环境情况和蜗牛数量，分析环境的特点与蜗牛数量的

关系等。在问题的驱动下，幼儿的学习主动性被充分

唤起。项目活动中，从发现蜗牛到对蜗牛与环境关系

的讨论，幼儿主动寻找、记录、发现，对环境和动物的

关系产生更深入的了解。他们总结出在下雨天蜗牛

会爬出来，蜗牛喜欢藏在潮湿、有土、有草的地方，并

找到不少蜗牛的秘密基地。在整个实践探索的过程

中，幼儿始终保持着主动学习的兴趣与热情。

（二）匹配儿童身心特点，引发适度挑战

一个好的驱动性问题，不仅能激发幼儿主动探索

的兴趣，还能适度诱发幼儿的认知冲突，让幼儿通过

多种途径主动发现、主动探索，寻求问题的答案。基

于最近发展区理论，教师在设计驱动性问题时，要充

分尊重幼儿的年龄和思维特点，努力保持沉默，认真

且耐心地倾听幼儿的想法和观点，分析每个想法和观

点背后的原经验和认知，思考幼儿在项目活动中的学

习主动性达到什么水平，以此判断幼儿的需要以及向

最近发展区发展的帮助策略。在此基础上，利用情境

激发的方式，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设计开放性、

渐进性的驱动问题，启发幼儿不断思考、发现、猜想、

验证，在适度挑战下找寻并非固定且唯一的答案。

当幼儿面临某种困境时，可以设计需要通过探

究，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的驱动性问题。例如，

“自然角里的蜗牛越来越多，要怎么知道哪一只蜗牛

是自己的？要怎样认养蜗牛？”面对这样的问题，幼儿

开始寻找各种解决的方式。他们利用一日活动的碎

片时间观察蜗牛，记录观察结果，回家查阅关于蜗牛

外貌特征的资料，并积极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发现，最

后找到多种认养蜗牛的方式。再如，幼儿起床后发现

他们的蜗牛都爬出了盒子。烨和泽拿一块纸皮和双

面胶，开始给蜗牛的家做屋顶。在一个星期的摸索

中，他们发现自己做的屋顶太麻烦，拿的时候很不方

便。于是，一个新的驱动性问题产生了：“如何设计一

款适合蜗牛居住又便于我们观察的房子？”幼儿对于

蜗牛的家特别上心，从帮助蜗牛建屋顶，到找到合适

的容器，帮助蜗牛创造喜欢的环境，他们的探究中涉

及测量、空间、平衡、对称、材质、制图等方面的考量。

总之，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冲突、质疑、争论和接受

的过程。［4］驱动性问题是能够连接学习目标和项目过

程的问题，能够激发幼儿探究和寻找解决方案的需

求，引发幼儿的兴趣，而兴趣又驱动幼儿的主动学习。

但是，并非所有的问题都适合作为驱动性问题。教师

要关注幼儿的经验和兴趣，通过在真实生活情境中找

寻驱动性问题，［6］创设让幼儿“跳一跳，够得着”的问

题情境，引导幼儿将问题导向关键核心经验的构建，

从而推动其学习主动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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