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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表征呢？它是指可反复指代某一事物的任何符

号或符号集。布鲁纳在《教育过程》一书中阐述，我们将幼儿

的表征能力理解为：用语言、图像、动作、符号等表达感受、经

验、思想和情感的能力。 在幼儿园一日生活中，我们如何利

用儿童的记录表征去更加了解儿童，进一步达到教育目的

呢？我们可以借助幼儿喜闻乐见的绘画和图示的方式参与

到班级一日生活中，以此发挥幼儿的积极主动性。

一、借助儿童表征参与班级管理：体现儿童立场，培养思

维方式

儿童在幼儿园生活时间最长的就是班级，作为班级的主

人，对于应该遵守的规则，包括整个环境的布置呈现，我们也

应当交还给儿童，基于儿童立场的互动性设计以及儿童发展

逻辑来呈现班级的日常管理及环境创设。

（一）参与班级规则制定

在班级的一日活动中，如何减少儿童过渡环节的等待，充

分发挥自主性呢？通过对活动的各个过渡环节的讨论，儿童

用表征来呈现了活动内容与规则。孩子们给午餐后的时间起

了个好听的名字“午后小时光”，他们将自己认为午餐后可以

进行的活动都记录了下来，比如到阳台的小帐篷里说说悄悄

话，观察记录动植物；到水晶世界晒晒太阳，铺张野餐垫玩娃娃

家；也可以在班级中玩一玩自带玩具，整理游戏材料。通过对

表征的整理归类，孩子们将每个地方游戏的小规则画下来附在

了内容旁边。每天吃完午饭后，孩子们将代表自己的标记贴在

相应的内容边，然后进行自主游戏，享受快乐的午后时光。

（二）参与班级环境创设

班级环境创设，我们已经逐渐从教师为中心，向根据儿

童特点和需要考虑的方向发展，环境的创设要重视儿童的自

我发展需要，减弱装饰性环境的布置。特别是在主题环境中，

我们也要重视儿童的参与，以问题为导向，利用儿童的表征来

呈现整个主题活动的轨迹，帮助儿童进行经验梳理。如户外

远足活动中，相关地点选择、远足可以做什么，需要做的准备

工作，活动中的注意事项等，都是儿童通过记录进行表征，在整

个活动中，我们能够看到儿童面对各个问题的思考，也培养了

儿童面对问题时，思维着手的方向，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二、通过儿童表征再现个体思维：呈现个别差异，挖掘成

长需求

（一）拓展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表征形式

各年龄段儿童能力发展不同，个体思维方式也不同，在

表征活动中，我们通过不同形式的表征方式来呈现儿童的个

别差异，以此挖掘儿童的成长需求。例如小班阶段的儿童年

龄较小，认知水平比较低，因此我们会提供简单、卡通、生活

化的方式来供他们进行表征，照片、贴纸，像物符号等都能够

很好的帮助小班儿童进行表征；中班幼儿随着经验的丰富，

大脑中已经储存了大量的形象，他们对形象的识别和记忆能

力得到了增强，在表征中，他们能够进行简单场景的记录，能

力较强的幼儿甚至能够关注到一些形象的细节和形象间的

联系；大班幼儿抽象思维发展迅速，表征出现多样性，图画、

符号、文字和数字等都出现在他们的表征内容上。

（二）关注同一年龄段儿童表征的差异

同一班级内的儿童能力发展有差异性，也会出现个性化

的表征。一些抽象概括能力比较弱的幼儿，往往会有难以表

征或所表征的内容让人难以读懂的现象。我们一方面要多

鼓励和支持，激发儿童表征的热情，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强

化儿童对各种表征符号的灵活运用。

三、透过儿童表征表达内心体验：表现真实自我，促进自

我意识发展

河合隼雄先生曾说过：“在每个孩子的内心深处，都存在

一个宇宙，孩子的宇宙是美好的，充满灵性和神奇。”绘画，并

非简单的涂涂画画这么简单，而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同

时也是儿童最直接、最自由、最便捷的表达方式。

（一）感受分享的助推剂

教师了解儿童游戏活动感受和情绪，往往通过大量的、细致

的观察，并从观察中进行细枝末节的分析，以此来解读儿童的内

心体验。但鉴于班级人数、游戏内容等限制，教师的观察总有疏

漏。在我园的大循环活动中，儿童到各个场地体锻，班级老师并

不能跟随并观察发现孩子的游戏状态，于是，我们就采用了表

征记录的方式。刚开始进行大循环活动时，儿童通过游戏体

验了十三块场地，并进行表征。活动中发现由于儿童的向师

性，他们总是围绕在自己班级老师周围进行活动，如何促使他

们参与到更多的场地进行活动呢？儿童对每天去到的活动场

地的数量进行了记录，出现了笑脸、五角星等不同的符号来表

示在场地上的游戏状态，还有的幼儿会将自己的活动场景进行

绘画记录。这些记录的粘贴，不光使儿童在集体分享中更有分

享的针对性，在自由活动的时候，相互之间也出现了分享。

（二）内心秘密的收容所

幼儿期的儿童开始隐约感受到“秘密”的含义，逐渐发现

自己的内心世界，自我意识逐渐成长。他们一方面想要保留

自己的秘密，感受独立自主，另一方面，想要将自己的秘密与

人分享。儿童表征，更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孩子们有自己

的“秘密本”，他们将小本子放在自己的柜子里保管好，大家约

定除了主动分享，谁也不能去看别人的秘密。在这样的约定

下，孩子们很自由地将自己的秘密画进了“秘密本”中，在水晶

世界的野餐垫上，我们常常还能够看到互相分享秘密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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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表征在一日生活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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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园一日生活中，儿童的表征随处可见，我们借助儿童表征参与班级管理，通过儿童表征再现个体思维，
透过儿童表征表达内心体验。通过儿童喜闻乐见的绘画和图示的方式来参与到班级的一日生活中，以此发挥儿童的积
极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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