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义
第九章、幼儿学的个别差异与适宜性教学

第一节 幼儿学习的个体差异重要性及其表现

1. 为什么要重视幼儿学习的个别差异？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每个个体的发展在遵循人类发

展规律的同时，又有其独特性。个别差异的提出是以人为本观念的重

要反映。

2. 什么是学习的个别差异？

普通心理学上的个别差异一般指个性差异。“人心不同，各如其

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有的人温和顺从，有的人比较叛

逆，有的人安静沉默、喜欢独处，有的人却偏爱热闹……

学习的个别差异通常指幼儿在学习中所表现出的智力、能力、性

别、学习方式及学习志向水平等方面的差别。

个别差异的研究旨在提高幼儿学习的动机水平，最大程度激发幼

儿已有的能力，使其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促进幼儿的学习。

3. 幼儿学习的个别差异有哪些表现？

（1）学习能力差异

学习能力包括：智力、先前知识、创造能力等。

每个孩子都不是空着脑袋走进学校的，她们在家中就已经收到熏

陶和影响，有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在老师传授知识的时候，她们会

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进行建构。喜欢足球的和喜欢探索的孩子，

在理解同一个概念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自己熟悉的领域。



此外，孩子们的智力水平也不同：有的反应快，有的反应慢，有

些幼年早慧，有些大器晚成；优势的智力领域也有差异：比如有的擅

长画画，有的擅长舞蹈等等。由此可见智力的多面性。加德纳因此提

出了多元智力理论，认为的内涵是多元的，由 8 相对独立的智力成分

所构成：空间智力（毕加索）、音乐智力（郎朗）、言语智力（李敖）

逻辑数学智力（爱因斯坦，陈景润）、人际智力（甘地，特丽莎教母）、

内省智力（弗洛伊德，荣格）、身体运动智力（刘翔）。智力的这种差

异不仅体现在个体之间，在个体内部，也存在着智力优势领域的差别。

比如擅长写作的人，就不一定擅长运动。

（2）学习类型（风格、方式）的差异

学习类型的差异主要包括认知风格、学习策略、焦虑、兴趣、态

度等方面。例如有的人经常用理解的方式进行记忆，有的就倾向于死

记硬背的方式学习，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习惯的学习方式，孩子和孩

子之间是不一样的。

幼儿较为常见的有五种学习类型：视觉型、听觉型、身体型、书

面型、群体互动型。视觉型的孩子比较擅长看，看一些具体形象的东

西，比如看视频材料来学习，会学的很快；而听觉型的孩子比较喜欢

听老师讲；身体型的喜欢操作和探索；书面型的喜欢阅读材料；而群

体互动型的喜欢和别人一起讨论。

（3）学习的性别差异

幼儿在学习领域上存在性别差异。在幼儿的社会学习过程中，女

孩子们喜欢过家家这样的游戏，她们更喜欢家庭温馨的场面，喜欢把



自己扮成公主；男孩喜欢运动量较大的活动，在互动中进行学习和交

流。性别差异会影响幼儿学习某些技能的速度。例如在语言学习方面，

女孩一般会比男孩学的更快更好。此外，性别差异还会影响到学习的

方式。例如女孩较多属于视觉型的，而男孩抽象思维发展较好，多属

于书面型和群体互动型。

第二节 针对个别差异的适宜性教学

由于孩子在学习过程中们存在许多差异，所以我们必须他们提供

适宜的教学。“适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年龄适宜与个别差异适宜。

1. 年龄适宜

教学首先要考虑幼儿的年龄特征，教师应当在充分了解不同年龄

的幼儿身心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安排教学活动。我们来看两个案例。一

个是小班的教案《分清左右》，教学目标: 认识并分辨左右手。学习

从自身出发分辨左右手的方位与位置词语。但是对于小班的孩子来

说，能分清上下、前后、里外就已经很不错了，分辨左右是非常困难

的事，而且是大班幼儿才会学习的内容。因此，如果一位老师给小班

幼儿设计这样的教学内容，那她一定不了解幼儿的发展特点，这种教

学就是不适宜的、无效的。而在第二个案例中，小班方位活动《捉老

鼠》的目标是直接感知上下、前后、里外等空间方位，学习有关方位

词，教育幼儿能按命令行动，遵守纪律，相对来说就比较合理。

2. 个别差异适宜

适宜性教学还必须考虑孩子们的个别差异，主要有以下方面：

A. 能力差异 视频中是一个“帮小动物找家”的活动。两个孩子



同样是小班，但是二人在能力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个女孩很顺利的

完成了活动，而男孩在活动完成的过程中并不顺利，挑三拣四，拈轻

怕重，总是先完成简单的，遇到 4 以上的干脆直接放弃。

B. 文化差异 美国的一个双语班里，老师请了一位中国妈妈教小

朋友们学做汤圆。华裔的孩子学得很卖力，而美国的孩子并未吃过汤

圆，只是觉得面团很好玩，放在手里揉揉捏捏。包好之后，妈妈还从

家里带来一锅煮好的汤圆分给大家。吃，华裔的孩子吃得很香，而美

国的孩子不是闭眼睛就是吐舌头，因为吃不惯酒酿的味道，甚至有的

干脆拒绝品尝。

C. 兴趣差异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这个名叫锡坤的小男孩，他的

学习兴趣和其他小朋友不同，喜欢探索垃圾桶，他想知道垃圾桶怎么

开关，它的肚子有多大，能塞进去多少东西。别的孩子也有对这件事

感兴趣的，但能坚持一个月的只有他一个。

D. 发展差异 主要是发展的水平和优势领域存在差异。

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只有关注孩子的年龄差异的个别差异，

才能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那么如何针对个别差异进行适宜性教

学呢？有以下几种模式可供参考。

1. 资源利用模式

帮助孩子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和优势，用其所长，人尽其才。

2. 补偿模式

在孩子的学习过程中，用他自身发展优势的地方来弥补发展相对

落后的地方，为其提供有效支撑，以长补短。



3. 治疗模式

强调针对孩子发展的短板，进行有的放矢的干预。例如美国的“开

端计划”，就针对一些落后的孩子或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提供支持，例

如让他们提前一年入学，给他们配备家庭指导或个别指导的老师等，

来促进他们的发展。

4. 性向与教学处理交互作用模式

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因材施教，如果是发展程度较好的孩子，我

们给他提供的材料可以难一些，发展较慢孩子，可以提供相对简单的

任务。

5. 个别化教育方案

这个方案可以调整儿童的学习速度，对于跟不上的孩子，要给他

一定的空间，使其慢慢提高。例如，有一个中国的孩子到美国去上学，

因为语言不通，他对陌生情境充满了恐惧，不愿意和人交流，也不愿

意进教室。于是学校就专门为他配备了一名指导教师，每天早上老师

都和蔼可亲地迎接他，给他讲图画书，帮他慢慢熟悉新环境，直到他

完全适应为止。

此外，最好能够提供多样性的教材。因为孩子的发展水平和接受

能力不同，统一的教材难以满足不同孩子的需求，结果会导致“有的

孩子吃得饱，有的孩子饿得慌，有的孩子消化不良。”其次，应该调

整教师的角色，使教师成为孩子学习的支持者和引导者，使个别化的

教育方案能够顺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