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吸管加毛根 
 
幼儿的力量是无穷的，《指南》中指出：“成人要善于发现和保护幼儿的好奇 心，充分利用

自然和实际生活机会，引导幼儿通过观察、比较、操作、实验等方 法，学习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帮助幼儿不断积累经验，并运用于新 的学习活动，形成受益终身的学

习态度和能力。”作为教师，我们应该相信幼儿， 有探究的能力，我们可以设计一些挑战或

活动，进一步鼓励幼儿的探索；也可以 投放一些材料来准备环境，以支持幼儿的游戏。这

一次，我们投放了毛根和吸管， 这似乎是两个没有关系的材料，但在孩子们的手中却创造

了连接，他们运用这种 连接不断地进行探索与尝试，并发现了新知。 （删除） 
 
 
（一） 房子站起来  
几天前，我在玩具区投放了吸管，孩子们用它们玩了吹吸管、吸管拼摆等游戏。 
今天金升渊和任浩宇的计划是设计拼摆一个房子，当房子拼摆结束后，金升渊表示不满意，

他说要制作一个“站”起来的房子。 
他把两根吸管立起来，找到 了双面胶，把两根吸管一个平放，一个立起来，形成一个 90 
度的直角，然后用双面胶进行连接固定，但松开手后，两根吸管马上就松掉了。 
第二次任浩宇拿来 了胶条，但当任浩宇开始粘的时候，金升渊就说：“这个肯定不行，不能

连接， 肯定得掉！”话还没说完，任浩宇用胶条连接的两根吸管马上就松掉了。 
第三次， 他们选择了用线绳把两根吸管系起来，但是依旧失败了。 
金升渊就开始在其他区域里面寻找材料，不一会，他找来了新投放在艺术区的毛根，他先用

毛根把两根吸管像系绳子一样系起来，任浩宇协助他，但是也失败了。 
多次的失败并没有打 败他们，他们依旧坚持不懈地思考、尝试。成功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

的，（删除） 
终于， 当金升渊把毛根掰直，用毛根插在吸管里面时，两根吸管马上就立了起来。 
连接成功了，接着他们又用吸管拼成一个正方形，继续拓展，又把正方形拼成了一个 正方

体。  
（1 始于观察，那就好好观察，真的把事情看清楚。不要套话。2 在很具体的做事过程中，

你是如何给予支持的？？？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目的是什么？比如这里，双面胶和胶条

性质是一样的，既然一种不行，另一种肯定也不行。 换个角度说 真的是不行的吗？也未必。

同样的材料换一种做法，也许就行了。 用绳子就不行吗？也未必的。绳子也可以穿过去的。

从线条到平面到立体，都是自发的吗？这个过渡有质的飞跃，都是自发的吗？还是老师启发

的？正方形是最好最合适的吗？这个记录里没看出来老师给予了任何支持。） 
 
在游戏后的评价环节（有什么资格当面评价人家呢？），我请金升渊和任浩宇给大家展示了

自己的吸管房子。 
金升渊说:“我制作的是吸管房子，这个房子是用吸管和毛根一起制作的。” 
我请金升渊向大家演示了如何用毛根把两根吸管连接起来制作房子，我开始提问： “我看到

你曾经用胶条、双面胶和绳子都进行过连接，为什么没有选择用这些材料呢？” 
金升渊说：“胶条和双面胶连接的吸管都立不起来。” 
任浩宇说：“绳子 连接的吸管也立不起来，只有用毛根，放在两根吸管的中间，一折就立起

来了， 因为我看了，毛根里面有根细铁丝！” 
看到他们的作品，其他孩子也被激发起兴 趣，纷纷动手操作起来。 
在最后，我又进行了提问：“为什么你的房子总是要倒？ 怎么两根吸管连接处总是断开？”



孩子们马上进行了观察、思考：“是毛根不结实！”“是吸管太沉了，得剪短点！” 
就这样，孩子们在思考中结束了今天的区域 活动。  
（总体的感觉就是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清晰要把孩子引导到哪里去，这其中涉及哪些知识

点，都是无感的。） 
 
 
 
（二） 把底座搭稳点  
韩天浩、马靖宸和李晟龙今天的计划都是用吸管做房子，李晟龙和马靖宸一组，天浩自己一

组，两组的目标都是搭建一个三层的房子。 
 
活动开始了，天浩先用 12 根吸管连接成一个正方体，然后搭建第二层、第三层，很快房子

完成，但当天浩松开手时，三层的吸管楼房马上就倒了下去。 
（光看文字是很困惑的，他们是如何在一个正方体上面衔接更多层的？又为什么手松开（抓

什么的手）就塌了？不是要用毛根固定吗？那是铁丝，绕几层也没问题呀？！） 
 
倒下去的房子并没有让天浩沮丧，相反他果断地开始修整，他把每 一根毛根都用力得插进

吸管一些，希望可以更牢固。（这种套话可以删除） 
 
过程中，他对我说：“高老师（你姓熊，为什么叫你高老师？），您帮我扶着！”我赶快帮他

把吸管楼房扶正，他开始给吸管楼房的底部做固定，当他都固定完成后，对我说：“高老师，

您可以松手了！”我马上把手松开。 （这种不重要的对话就可以省略。只需要提一句 固定

底座时让我帮他扶住。） 
 
重新修整过的吸管楼房并没有如预想的一样立了起来，还是颤颤巍巍的，又倒了下去。 
这时区域活动时间已经到了，他不高兴地把吸管楼房倒着收到了展示架上。  
晟龙和马靖宸这边也同时在制作，似乎有不一样的方法，他们先制作了立方体，然后将一个

立方体连接另一个立方体。“好了，第二层好了！”立方体刚连接完成，马靖宸马上把楼房立

起来，可是，楼房开始出现要倒的倾向。“ 
这样肯定 不行，一会儿我们还要搭建第三层，怎么办啊？肯定会倒塌的!”晟龙开始担忧起

来。 
学会去仔细观察总是会有所收获的，瞧，马靖宸他观察后说:“那我们就 把底座用两个这样

的正方形连在一起！”他边说边比画着一个立方体，“这样是不就行了！”晟龙点点头，他们

两个马上就搭建起来。  
（从这一组的操作来看，问题不是出在衔接，而是出在搭建思路上。那么第一组的小朋友，

老师给予了什么帮助呢？） 
 
在区域活动评价环节，我请天浩展示他的作品，天浩把自己的房子从展示架 上拿下来:“我
这个没做好，我想让这个楼房立起来，可是它总是倒！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吸管太沉了。”
在天浩说完后，我也提出了问题：“为什么天浩的房子总倒呢？在哪里出现了问题？”晟龙马

上就站起来说:“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但是两层就倒了，后来我们就在底座搭建了两个‘正
方形’，我觉得就是 我们搭建得太高了，底座就不稳了，所以我改成了用两个‘正方形’的方

法，这样就不倒了！”  
分享也是另一种获取经验的方式。 



第二天，天浩、晟龙 和马靖宸又有了一个新的创意，他们说自己做了一个最稳固的楼房，

底座是四个立方体组成的！  
（老师的提问总是非常笼统，缺乏针对性和启发性。） 
 
 
（三） 四根吸管搭房顶 
区域活动里，这次金升渊的计划还是制作房子。 
有了之前的经验，很快他就搭建好了房子的底座，但在搭建房顶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他要

搭建一个三角形房顶，每一条边的连接上他都用了两根毛根，一共用了 8 根吸管。 但房顶

刚连接好，房子就塌掉了，他反复尝试了四次，发现用这样的方法进行连接都使屋顶太重了，

怎么办呢？任浩宇说：“这个就是房顶太重了，我们得把房顶弄得轻一点。”“怎么弄呢？”“你
这个太重了，这一边就一个就行，这样就用 一、二、三、四，四根吸管就行了！”任浩宇一

边演示，一边说，并动手在每一 条边上撤下一根吸管，这样房顶就成了四根吸管的组合， 
（只要重量没有大到可以把习惯压折的程度，都不是重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老师在边上

看的时候，没有出现任何启发性的提问和引导。） 
 
在区域活动结束之前，我请金升渊和任浩宇保留他们的作品，并分享他房子 盖顶的经验，

任浩宇说:“我觉得，盖房顶就不能太重，不能用太多的毛根和吸 管，要不太重根本不能盖

顶成功！就需要四根吸管，搭成一个三角形，就可以 了！”马靖宸提出：“毛根和吸管在一

起搭建高了，就会倒，我和晟龙一起实验过， 我觉得，要是我们想搭建一个高的，就要把

底座搭稳。”张艺藏说：“给房子盖顶 时也可以用梯形的房顶，这样就不会因为太多的吸管，

把房子压塌，我上次和马 蓉做的时候，我们就用的梯形，也成功了！”说完还去找了当时老

师给他们照的 照片，分享给大家。这样的评价，有助于孩子们在分享中获取新的经验，在

更深 的层面上，它教会了孩子们分析、总结。  
 
 
（四） 把连接的吸管做长些  
 
今天在区域活动计划环节里，金升渊、任浩宇和苏扬，他们表示要去玩具区 做房子。 
进入玩具区里，他们很快找来毛根，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制作底架时， 金升渊用一根短毛根把两个吸管进行连接，不一会短的一边就开了，他自己

说： “太短了！”他马上就剪了一根长一点的毛根，把两根吸管进行连接，马上就稳 稳得立

住了！他马上分享给任浩宇：“任浩宇，你看，我这个就立住了，你得把 毛根剪长一些，剪

长了就能立住了！”任浩宇马上尝试了金升渊的建议，果然， 当把毛根剪长，放在两根吸管

里面时，两根吸管马上就立住了，而且立得特别稳。 苏扬也听到了这话，他也进行了尝试，

这次，他把一整根毛根穿到吸管里面， 开始与其它吸管进行连接，但是问题出现了，由于

毛根没有比吸管长太多，整根 毛根插到吸管里面，露出的部分就比较短，根本无法再连接。

苏扬刚插完，金升 渊就看到了：“这个不行，你这个连接的地方短，就不能立住！”  
（老师在学生所有的操作环节，都没有给出任何启发。这一次也不例外。说明老师自己对这

些材料、结构和做这件事都缺乏必要的认知和判断。） 
 
在区域活动结束时的评价环节，我请金升渊这一组进行分享，他分享了自己 的房子是如何

设计的。我提出问题：“我看到你们由于毛根长度的问题，房子搭 建得不是很牢固，这个问

题你们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金升渊马上把自己在 区域活动中的做法讲述了一遍，很乐



于向大家分享经验。接着我又提问：“苏扬 你刚才是怎么做的？”苏扬向大家介绍了自己是

如何把吸管和毛根连接的，为什 么没有成功等经验。这是一个机会，鼓励幼儿去思考、评

价他人的做法，于是我 说：“那对于他们的做法，你有什么想法吗？”晟龙说：“他们这个实

验了很多次， 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我之前也实验过，我觉得，就把毛根对折，也不用去剪，

直 接插到吸管里面，就行了，肯定不会倒！”  
 
 
总结与反思：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我一直持续关注幼儿的活动。在他们尝试的过程中，我 
始终鼓励幼儿大胆地探究，并在他们专注于动手操作时，只是以旁观者的姿态观 察着，并

不加以打扰；即使他们遇到困难，也并不急于提出建议，因为这正是他 们学会独立思考，

获取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在活动里，我扮演了幼儿活动材料 的支持者和学会分析、总结

的引导者，我提供给幼儿可以尝试的各种材料，使他 们或独立、或合作去完成自己的设想；

我通过回顾环节让幼儿分享自己的经验， 使他们在分享中获取新的经验，并产生进一步的

探究行为，使探究活动不断延续， 让他们在自主的探索里自然而然地获得发展。在整个的

案例分享中，我们或许难 以清晰看到教师在幼儿游戏过程中的作用，也许教师只是给予支

持、持续的关注， 或是做为幼儿游戏的服务者，这似乎与过去通常印象里对教师的要求想

违背。但 在新的教育趋势下，想要促使幼儿获得全面的发展，增强他们的创新力，教师需 
要也必须进一步思考如何做好幼儿游戏的“旁观者”和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 者、引导者。

（还是套话居多，没有针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