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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认知是儿童发展的中心任务。
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认知的发展就是人的信息加工系统不断改进的过程。
幼儿认知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具体形象性和不随意性占主导地位，抽象逻辑性和随意性初步发展。
幼儿大脑结构和内抑制机能的发展、言语和实践活动的发展在幼儿认知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教育的任务在于积极引导幼儿认知从具体形象性向抽象逻辑性过渡，从不随意性向随意性过渡，从
而为幼儿以后的发展做好准备。
    儿童认知发展涉及了很广泛的领域，包括对事物的各种物理属性的认知；对时间、空间关系特性的
认知；对事物类别、序列的认知；对数的概念及运算能力的认知；对发展测量的认知；对钱币及买卖
关系的认知；对因果关系、逻辑推理能力的认知等等。
    作为父母，我们不仅要了解认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对孩子成长中不同阶段的认知能力发展进行
适时引导。
幼儿良好的认知能力的发展来自于父母在孩子各种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内对其进行的正确引导和及时鼓
励。
培养和发展幼儿的认知能力，不仅能提高幼儿的思维发展水平，而且能帮助儿童更好地认识自我、认
识他人、认识环境，抓住孩子各种能力发展的关键期进行正确科学的引导和训练，将会起到事半功倍
的良好效果，从而使儿童更好地适应环境，促进个性发展。
    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学习特点，是家庭教育的正确指导方针。
为了纠正和避免早期教育中存在的违背儿童身心发展客观规律与特点的超前学习、机械训练的误区，
为了防止幼儿教育的小学化倾向，使每一个幼儿都受到科学优质的教育，获得快乐的童年生活和未来
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为父母精心编写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父母大讲堂系列图书，《认知》是
其中的一本。
    《认知》分为“数学认知”和“科学探究”两大部分。
“数学认知”部分主要通过父母的合理引导，孩子对生活中遇到的和数学相关事物的认知，以及通过
各种儿童感兴趣的游戏让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学习数学，这样既不会因为过早学习抽象的数学让孩子丧
失了学习的兴趣，又可以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为将来学习各种知识打好坚实的基础。
“科学探究”部分则是引导孩子通过认识自然来学习科学知识，培养科学观念，掌握探索知识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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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父母大讲堂:认知》分为“数学认知”和“科学探究”两大部分。
“数学认知”部分主要通过父母的合理引导，孩子对生活中遇到的和数学相关事物的认知，以及通过
各种儿童感兴趣的游戏让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学习数学，这样既不会因为过早学习抽象的数学让孩子丧
失了学习的兴趣，又可以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为将来学习各种知识打好坚实的基础。
“科学探究”部分则是引导孩子通过认识自然来学习科学知识，培养科学观念，掌握探索知识的方法
。

　　认知是儿童发展的中心任务。
从信息加工的观点来看，认知的发展就是人的信息加工系统不断改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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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数学认知
　1．衡量对数概念理解的标准
　4岁儿童标准
　5岁儿童标准
　6岁儿童标准
　2．衡量对空间关系的认知标准
　4岁儿童标准
　5岁儿童标准
　6岁儿童标准
　3．衡量会进行物体分类的标准
　4岁儿童标准
　5岁儿童标准
　6岁儿童标准
　4．衡量按一定规律给事物排序的标准
　4岁儿童标准
　5岁儿童标准
　6岁儿童标准
　5．衡量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标准
　4岁儿童标准
　5岁儿童标准
　6岁儿童标准
第二部分 科学探究
　1．衡量主动探究与发现的标准
　4岁儿童标准
　5岁儿童标准
　6岁儿童标准
　2．衡量在探究中交流与合作的标准
　4岁儿童标准
　5岁儿童标准
　6岁儿童标准
　3．衡量认识事物变化的标准
　4岁儿童标准
　5岁儿童标准
　6岁儿童标准
　4．衡量认识到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标准
　4岁儿童标准
　5岁儿童标准
　6岁儿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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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孩子从出生到长大，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数学”的世界里，这个世界的每样东西都以一定
的形状、大小、数量出现，如儿童看到自己的一只小手有五个手指，粗细、长短各不一样；玩具皮球
是圆形的，积木盒是长方形的；小白兔有两只长长的耳朵、两只红眼睛、三瓣嘴、四条腿，还有一条
短短的尾巴；马路上的车辆、商店的门牌上都有数字等。
但对于没有经历过数学认知启蒙训练的儿童来说，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就不一样了。
如，我们问一个还不会计数的2岁儿童：“你家里一共有几个人？
”他能列举出“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我”，却回答不出“一共有三个人”⋯⋯其实，儿童在自己
生活的环境中，不断地感知着数、量、形、类别、次序、空间、时间等数学知识，在认识客观事物、
与人交往、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相关问题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和数学打交道。
在父母科学地引导下，儿童不仅能获得初步的数学知识和能力，而且能使儿童更好地认识周围世界。
对数学的认知也有利于儿童的思维发展，许多心理学家指出：最基本的数学结构和儿童的运算思维结
构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早期数学启蒙教育可以充分发掘儿童大脑的智能、潜力，这是儿童其他人生阶段的教育所无法取代的
。
1．衡量对数概念理解的标准数字是抽象的，如“1”，它具体可指1个人、1个苹果、1只小狗、1件衣
服、1排树等，抽象地说，它代表一个或一类事物，理解数需要有数字的认知能力、观察能力和分析
、综合、比较、抽象、概括等综合能力的参与。
研究并经过实验证明，3～6岁的儿童对抽象的数字已经有了简单的认识，并且随着脑部的发育，逻辑
思维的产生和发展，儿童对数的认知越来越清晰，应用也越来越熟练。
从开始简单的数数，拿出与指示相同数量的物体，比较两组物体数量的多少，简单的加减法，到不受
摆放疏密程度、形状等因素的影响正确判断出两组物体的多少。
之后，儿童可以正确地读、写lO以内的阿拉伯数字。
在一定条件下他还可以大致估计出一组物体的数量。
数学的应用性是指运用抽象出来的有关数、形的原理，去解决生活中俯拾皆是的数学问题。
数学对孩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孩子可利用粗浅的数学知识和技能，去认识和探索未知的世界。
4岁儿童标准4岁儿童的思维主要是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的特点是儿童可以摆脱对动作的直接依赖，而
在头脑中凭借事物的具体形象或表象来进行思维，但在这一思维形式发展的早期，儿童仍留有3岁前
的思维痕迹，即一定要在摆弄物体时才能进行思维。
随着大脑不断地生长完善，神经纤维加长，分支加多，神经细胞的联系日益复杂。
随着生理的逐渐成熟，4岁儿童的数量概念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
孩子已进入掌握数量概念的准备和组织时期，孩子的内心世界开始形成，形象思维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
而且出现了逻辑思维，思维对行动的调节作用也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
随着脑的沟回加多加深，儿童的智力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孩子的思维开始从表象思维向运算思维
阶段发展。
但由于受印象和知觉的束缚，数概念还没有真正形成。
他们不懂得虽然物体的位置改变了，数量并没有变的道理，往往受到物体大小、形状和排列形式的干
扰，根据物体的体积大小和排列的疏密来判断数量的多少。
这个阶段的孩子可以口头说数，就是口头按顺序说出自然数，没有手与实物的对应，俗称“顺口溜”
。
口头说数是孩子机械记忆数词的结果，并不代表对数的实际含义的理解，但它对孩子学习计数具有积
极的意义。
据研究，小班孩子口头说数时，最开始说出的几个数词是有顺序的，后面的就乱了，如l、2、3、6、4
、9⋯⋯有顺序的部分随年龄的增长与能力的发展逐渐扩大。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能按物点数，即用手逐一指点物体，同时有顺序地说出数词，使说出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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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与手点的物体一一对应。
正确的按物点数需要手、眼、口、脑等器官的协同活动。
由于这些器官的协同性的发展在3岁左右还很不完善，因此，此年龄段的孩子在按物点数时很容易出
现手口不一致的现象。
据研究，不一致的现象大致有以下情形：口能从l开始顺着数，但手却是乱点；虽然手能一个一个地点
，但口却乱数；口与手虽然能有节奏地配合，但不是一对一的配合，往往是数2个数点1个实物，或者
是点2个实物数1个数。
这些情形大致与孩子未真正掌握一一对应的比较方法以及语言的发展有关。
随着对数理解的加深，儿童可以在按物点数后，将说出的最后一个数词用来代表所数过的物体的总数
量。
它说明孩子已将最后说出的数词作为所数过的一群对象的总体来把握，这标志着孩子开始理解某数的
实际含义。
4岁的儿童还能根据提示物体的数量(限5个以内)，从另一堆物体中拿出相同数量的物体。
如有4个人，可以从糖果盒里拿出4块糖分给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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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你不首先培养活泼的儿童，你就绝不能教出聪明的人来。
    ——【法】卢梭    数学能促进人们对美的特性——数值、比例、秩序等的认识。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教育的重点是发展儿童般渴望认知的欲望，并将这儿童引导至重要的
社会领域。
    ——【德】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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