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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3M互动观察法
展开区域活动个性化课程定制

王海英（江苏省扬中市新坝镇中心幼儿园）

【摘   要】从当前区域活动满足个体个性化发展需求出发，分别从什么是3M互动观察法、为什么需

要3M互动观察法、怎样在区域活动中使用3M互动观察法量身定制个性化课程三个层面，逐层递进、理

论联系实际阐释了3M互动观察法的实践探索，为支持每个儿童在区域活动中发展提供了教师观察与支

持路径。

【关键词】3M互动观察法；区域活动；个性化课程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1]中指出：幼儿

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同时也表现出一

定的阶段性特征。每个幼儿在沿着相似进程发展的

过程中，各自的发展速度和到达某一水平的时间不

完全相同。的确，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他们身体

的生长发育遵循着一定的时间顺序，同时在认知、

技能、社会性等也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各个

年龄段和阶段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幼儿园的区域活动刚好尊重了每个幼儿的差异

性，为个体参与游戏提供了自主性学习环境。它通过

促进幼儿主动活动，自主选择、相互交流和持续探索

来达成幼儿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2]。幼儿多方面的能

力是在与环境和材料的相互作用中获得发展的[3]。教

师必须根据课程目标与幼儿的发展水平在区域中提

供适宜的材料，丰富适宜的活动内容，支持幼儿与

材料发生互动，以促进班级中每个幼儿的学习与发

展。故而，教师有必要正确观察、合理分析和诊断

评估每个儿童的发展水平。

一、什么是3M观察互动法

在《幼儿园自主性区域活动——环境、课程

与儿童发展》一书中说到：仔细观察学前儿童的

工作或游戏活动，我们会注意到他们与新材料互

动的不同阶段。首先，儿童会胡乱摆弄材料，以了

解如何使用它们或能用它们做什么；然后，他们

开始自发地以“适宜”的方式反复练习使用这些材

料；最终，大多数学前儿童将进入与材料互动的

新水平，赋予材料某种意义或创造性地发掘材料

的新用途。[4]于是，该书作者改编了有关儿童认知

发展的一些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易于应用的观察

方法，以帮助教师确定儿童在区域活动中的发展

水平。他们将这种方法称为“3M互动观察法”：

操作（Manipulation）、熟练（Mastery）、意义

（Meaning）。0-7岁儿童在与环境的物品和活动进

行游戏性互动时，会经历以上三个明显的阶段。一

些心理学家也使用探索性游戏、练习性游戏和象征

性游戏来描述这三个阶段。区域游戏中，教师首先

要试着确定儿童与材料的互动处于哪一个阶段，然

后尽可能多地观察和记录每个儿童如何与材料、活

动互动。同时，教师还可根据帕顿的游戏分类[5]，观

察幼儿与他人的互动，以了解幼儿的社会性参与如

何，而后再思考和定制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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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笔者在园研讨与实践中，尝试利用以下

《儿童游戏互动水平及量身定制计划表》（如图1）

来展开探索，聚焦3M互动观察法的运用展开区域个

性化课程定制。本文主要从区域活动中儿童与材料

互动观察展开。

图1  儿童游戏互动水平及量身定制计划表

可以看到，教师可以利用此表随时记录自己观

察到的幼儿语言、行为等，也可以在一天结束的时

候，将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回顾整理，教师利用这些

第一手资料信息可以自己或与同伴伙伴教研，更能

够为教师关注每个儿童展开当下即时的或阶段性量

身定制区域课程计划提供有效依据。

二、为什么需要3M观察互动法

科学评估每个儿童的发展水平当然是需要借鉴

与使用评估工具、评估标准的。当前，学前教育领域

有很多评估量表如大肌肉运动评量表、自我概念测

量表、人格投射技术、语言量表、学习档案、检核表

以及其他许多工具，但这些工具虽有很高的信度与

效度，但却极少能够满足幼儿教师的实际需要[4]。具

体实践中，教师们大多表示，这些工具理论性较强、

操作性也很显性呈现，但对于和孩子正发生着千丝

万缕联系的老师来说，却不够直观、不够简便易行，

特别是有的量表、清单、调查问卷、评估标准等条目

较多，不太适合用于当下的连续跟踪观察，更适合

用于持续观察后阶段诊断评估。

因此，教师更需要使用适宜的工具来确定每个

儿童的发展水平，以便提供适合每个幼儿的区域活

动材料，并量身定制个性化课程计划与活动。这些

材料和活动应该符合幼儿当前的兴趣和能力水平，

激发并持续保持幼儿参与活动的热情。同时，其难

度不宜过高或过低，要对儿童的身体、智力、交往

等发展有一定的挑战性。

3M互动观察法具有可行性，它是基于皮亚杰和

维果茨基的研究而开发的。该方法聚焦于幼儿在教

室中自发地与材料、活动进行的探索性互动，换句

话说，就是聚焦于幼儿的游戏。

“聚焦”二字是3M互动观察法的优势，教师

不用对应那么多的评价条目就能够联系现场进行观

察和发展孩子的互动水平，相对来说较为简单、可

靠、即时，教师能够寻找一些易于发现的线索，一

边展开嵌入式分析解读与评价，并可立即将其拓展

到下阶段更适合特定幼儿的个性化课程。对于忙碌

的幼儿教师来说，容易使用，不费时、不费事，价

值意义更加显而易见。

综上所述，我们将专业评估工具与3M互动观察

法进行了对比，以兹老师们更好地发现3M互动观察

法的优势（如表1）。

表1 专业评估工具与3M互动观察法的对比

维度 专业评价工具 3M互动观察法

现场性 可现场与阶段结合使用 更易于现场使用

时间性 带有迟滞性、费时较长 相对即时性、不费时

操作性 较为复杂型 相对简单型

内容系统性 较为综合全面 相对单一性

专业要求 相对较高 相对简易

课程线索
易于当下发现或阶段跟
踪支持

更易于当下发现与改
进课程支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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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工具在观察程序、观察时间和记录方式上

存在很多差异；无论是系统的、复杂的游戏行为观

察量表，还是简易观察系统，其使用均需结合自身

的研究目的、研究设计和样本大小[6]。 因此，我们

在比较中让老师们更清晰地知道，科学评估儿童发

展水平并非排斥专业评估工具的使用，而是可以在

一日活动中常态使用3M互动观察法的基础上，尝试

有机与阶段性使用专业评估工具相结合，以更好地

跟踪观察与认识儿童的发展。

三、区域活动中怎样使用3M观察互动法定制个

性化课程

每个幼儿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既具有年龄

段特征，又富有个性特征倾向。如果能够定制个性

化课程，既能适宜个体的年龄特征，又能让其独特

性、差异性在互动中得到相应程度的满足。个性化

课程正是以尊重差异性为出发点，支持人的主体性

智慧获得发展或成长作为归宿。只有教师和儿童的

个体差异同时能够得到关注和尊重的前提条件下，

教师和儿童的主体性智慧才能够获得共同的发展[7]。 

因此，在区域活动中，有个体差异的教师需要通过

自己更为有效的观察互动认识到孩子个体的差异

性，并及时给予互动与满足，才能让师幼个体学习

与发展实现同步正向的和谐。

1.厘清儿童与材料互动三个阶段的典型表现

第一阶段操作水平，是幼儿开始与材料建立

初步联系，尝试探索不熟悉的物品或活动。因为不

熟悉，所以幼儿会用他想到的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

摆弄，直到他们知道如何操作为止。第二阶段是熟

练水平，是幼儿能够掌控玩具或材料的使用后，喜

欢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一个动作，自发地进入熟练

阶段。第三阶段是意义水平，是幼儿在最终掌控玩

具或材料，且在熟练阶段满足了内心重复冲动后，

能够以自己的认知能力发展给活动赋予意义，主动

地、富有创造性地与玩具或材料产生互动。

2.解读年龄段互动水平的发展特征与不同个体

发展的差异性

在年龄特征方面，儿童年龄越小，他们在第

一、第二阶段停留的时间可能更长。摆弄操作和重

复练习在幼儿与材料互动水平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因此，需要给每个儿童必要的时间供他们进行

这类自发的、自我探究的学习活动。在个体差异方

面，观察班上的每个幼儿时，我们会发现不同发展

水平阶段的幼儿人数不一样，停留在某一发展阶段

的时间长短也因人而异。因此，教师应该允许不同

个体在与环境中材料、活动及人的互动过程中建构

自己的知识，而不是通过教师的教授或者教师直接

帮助孩子进入意义水平阶段，应该鼓励幼儿以自己

的方式经历各发展阶段。

3.学会从具体观察案例中反思与辨析三个阶段

的异同

以建构区为例：如果A幼儿把积木从柜子上取

下来，装进小推车里，然后推着积木车到处走，但

并没有用来搭建；B幼儿则是将积木一块块垒高，

垒到高处倒掉后，他又重新继续垒高，一遍遍重

复；C幼儿可能把积木排成一排，放进一只小鸡玩

偶，并说“这是小鸡的家”。

由此可见，A、B、C三名幼儿分别处于操作、

熟练和意义水平，A幼儿没有建构目的，只是摆弄

中探究积木怎么玩；B幼儿虽然也是在摆弄，但是

他是有目的的，他一直在反复熟练垒高的技能；C幼

儿即便是简单的排列，也在不断重复这样的排列组

合，但他赋予了建构物以特殊的意义，有属于他的

认知经验与意义建构水平。

故而，在辨识这三种互动阶段时，一定要把握最

核心关键：一是目的性方面，操作水平大多无目的地

摆弄，熟练水平和意义水平都是有目的的；二是创造

性方面，熟练水平和意义水平的不同更在于，意义水

平更有着儿童主体经验的创新融入与意义赋予，而

熟练水平大多是单一动作、技能、情节等的重复。

为了更好地辨识各个区域三个互动水平，笔者

对《幼儿园自主性区域活动——环境、课程与儿童

发展》中部分活动区“互动水平”进行梳理，并结

合本园观察的实践在园本教研返场中，重新归整了

不同区域互动水平发展阶段对照表（见下页表2），

以便于针对不同活动区域游戏过程中观察使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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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操作水平典型例举 熟练水平典型例举 意义水平典型例举

建
构
区

�把大部分积木从架子上拿下来

�把箩筐装满积木，再将积木倒出来

�把积木放在盒子里和手提包里，然

后推着或带着它们到处走

�沿着地面推积木，但不用它们来

搭建

�把积木叠高

�把积木排成一排

�让积木一排一排地立着

�把积木排成两排

�把第二排积木叠放在第一排上，就像一面

墙。按规律摆放积木，比如，矮一高、矮一高

�把一块积木架在两块直立的积木之间

(“架桥”)重复“架桥”模式

�围合:用积木把一个空间围起来

�搭建一个建筑物(通常稍后会给它命名）

�搭建道路和桥梁

�用富有创意的模式搭建带有围墙的建筑

�用纵横交错的积木建造高楼大厦

�搭建隧道

�在建筑物内放置人物玩具、动物玩具或车

辆玩具

�搭建有确定名字的建筑物，如房子、动物

园、跨河大桥等

美
术
区

�在纸上随意做记号
�在纸上涂满颜色
�涂鸦
�在颜料里挥动双手和手指
�摆弄胶水、双面胶等
�摆弄面团和黏土
�在涂鸦区涂鸦
�随意地撕纸和剪纸
�摆弄印台和印章

�使用颜料、蜡笔、记号笔和粉笔一遍遍地
画形状、线条、记号
�使用手指画颜料画形状和图案
�把胶水涂在纸上(有时是图片的一侧)
�用面团一遍一遍地捏出明确的形状
�用模具切橡皮泥
�将纸撕、剪成碎片
�在纸上一遍遍地用印章印图片或者图案

�画出散发光线的太阳
�画出太阳状的人，太阳光线是手臂、腿和
头发
�画出动物、树、花、人、车等
�画出房子、彩虹和车辆
�会做拼贴画
�用面团或黏土制作并命名一个物体
�撕纸、剪纸，并用它们制作拼贴画
�用印章印图片并给它们命名，或者讲述一
个故事

阅
读
区

�书从书架上拿下来，到处乱扔
�拿着书，但不看
�把书拿反了看
�在游戏和建构活动中使用图书
�翻书，有时一下翻好几页

�反复阅读自己最喜欢的书
�想要一遍又一遍地听或读同样的故事
�从故事中认识一些词句并重复它们

�复述书中的故事，能看着图讲述
�改变故事的要素(故事名字、结尾等)
�创编自己的故事，并把故事涂鸦在纸上或
者输入电脑

角
色
区

�取出许多道具但不用
�以不恰当的方式摆弄道具
�拿着道具到处走
�不用道具进行装扮

�假装进行熟悉的生活常规
�反复扮演同样的角色或情节
�逼真地使用相同的道具或服装
�重复相同的对话

�以新颖的方式扮演不同的角色
�通过很多细节和对话来支撑情节
�以创造性的方式使用道具玩假装游戏
�没有道具也可以玩假装游戏

科
学
区

�用不适宜的方式摆弄放大镜、磁铁、
棱镜、尺子或天平
�把放大镜作为目镜使用
�把磁铁作为玩具枪使用
�从望远镜的另一端看
�将卷尺拉出来，再让它弹回去
�把物品装到用于收集的瓶子、盒子
或袋子里，再把它们倒掉
�敲打鱼缸的另一面，看看会发生什么
�用手电筒随便照

�用适宜的方式使用放大镜、磁铁、棱镜、
尺子或天平
�把石头、贝壳等排成一行，用放大镜一个
一个地观察
�拉出卷尺，测量某个物体，再把它卷起
来，多次重复这个过程
�在天平两端堆放物品，直到它们达到平
衡，然后把物体倒掉再堆放，不停地重复
�用磁铁吸起钉子，然后取下钉子，再吸起
钉子，不停地重复

�用放大镜观察昆虫，说一说它是什么样子
的或者属于哪种
�展示所收集到的贝壳或石头，谈论它们
�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某个物品，描述一 下
看到了什么
�测量某个物体，描述测量结果
�为领养的树创编一个故事或制作一本书
�识别鸟、鱼、昆虫或蝴蝶，在书上找到它
的图片

数
学
区

�摆弄本来用于分类、匹配和计數的
物品
�把拼图倒出来
�把用于计数的物品装到容器里，再
把它们倒出来
�把磁性数字拿出来，并将其散落到
各处

�一遍遍地拼同一个拼图
�一遍遍地分类或者匹配物品
�长时间地串珠子或数纽扣
�聚精会神地玩收银机、数学操作材料或多
米诺骨牌

�创编自己的数学游戏
�以创造性的方式玩数数或分类游戏
�以创造性的方式玩多米诺骨牌和收银机等
�教其他人如何使用游戏、秒表、天平和其
他材料

音
乐
区

�用不恰当的方式玩鼓、沙铃、串铃、
三角铁等乐器
�用自制的喇叭吹风，而不是用它发出
音乐声
�用橡皮筋胡乱弹琴
�用木槌在木琴上上下扫弦，而敲不
出单独的音符
�把锣鼓、手鼓等敲得砰砰响

�用适当的方式使用鼓、铃铛、三角铁等
�一遍又一遍地弹奏乐器，就像在练习一样
�用木琴或橡皮筋一遍又一遍地弹奏单独的
音符
�用木槌反复敲打钟、镲、鼓、音块和三
角铁
�一起拍打沙块
�手持铃鼓敲打、摇动
�来回敲打节奏棒

�为自己的歌选择合适的演奏乐器
�随着音乐的节奏敲鼓
�选择并使用个别乐器创作自己的音乐
�独立演奏乐器
�用木琴弹奏旋律
�播放录音，并使用乐器给音乐伴奏
�用独创的方式使用铃铛、响板和铃鼓
�随着音乐哼唱

…… …… …… ……

表2 区域游戏活动过程儿童互动三个水平辨析对照参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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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把握基于3M互动观察法定制个性化课程计划

的关键

教师继续使用“成就、需要、计划”来尝试做出

解读分析与课程调整的可能。“成就”意味着当前我

观察到的孩子已经达到了哪个互动水平，“需要”意

味着幼儿可以挑战的下一个互动水平，“计划”意味

着可以呼应幼儿助推他主动迈向更高互动水平发展

的教育支持。教师在利用“儿童游戏互动水平及量身

定制计划表”进行观察时，可以结合对每个个体观察

到的信息展开适宜的分析、诊断与下一步课程计划

可能性支持的研判。以前面建构区为例，教师运用3M

互动观察法对幼儿与材料互动水平进行诊断甄别，

并辨识其需要基础上，合理预设下阶段课程计划，以

适时、适宜支持每个幼儿的发展（见表3）。

当然，在下一步课程计划的调整方面，教师还

需要结合幼儿在游戏中社会交往类型、不同领域经

验发展水平等展开可能性的预设，譬如建构区中极

有可能涉及大小肌肉发展、空间、形状、数量、语

言与社会交往发展等，从而助推幼儿身体、认知、

情感等多全面发展。

表3  区域活动中定制支持儿童个体互动水平发展的课程计划

幼儿姓名 3M互动观察法信息捕捉
尝试为个体制订下一步课程计划

成就 需要 计划

幼儿A
把积木从柜子上取下来，装进小推
车里，然后推着积木车到处走，但
并没有用来搭建

仍处于操作水平
A 更 需 要 独 立 探
索 ，按 照 自 己 的
方式去玩

给予A充分自主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摆弄操
作的机会；适时鼓励他旁观其他幼儿建构行
为，但不强迫他参与……

幼儿B
将积木一块块垒高，垒到高处倒掉
后，他又重新继续垒高，一遍遍重复

在 熟 练 水 平 表 现
停留，有坚持性

B需要重复性动作
行 为 不 断 巩 固 中
发展

足够耐心尊重他的重复行为；适时通过材
料、支持性问题和表述等以同伴身份隐性支
持他向意义水平发展……

幼儿C
把积木排成一排，放进一只小鸡玩
偶，并说“这是小鸡的家”

已 逐 步 迈 向 意 义
水平

C需要拓展意义建
构 主 题 ，或 与 他
人一起共同建构

丰富幼儿的经验认知，如去参观、观察图片
等；尝试寻找另一个处于意义水平的儿童，
以便和C一起意义建构……

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曾经指出：“没有了

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真正

的教育。”[8]总之，当区域的材料和活动能与参与其

中的幼儿进行个人对话时，他们才会主动产生最佳

的积极互动状态。教师只有结合具体情境辨识幼儿

与材料互动所处哪个阶段，并在识别其需要基础上

尝试制定课程计划，而且要让计划聚焦于具体的儿

童个体。如此，课程才能在个体层面能与每个幼儿

对话，每个幼儿也会在个体层面做出回应，并在自

主性区域活动中深入地进行自主学习。

课程改革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界关注的问题，

现时代的发展要求课程提升人的个性，发挥人的

自我能力，拓展人的自主精神，这一切使得课程个

性化从被忽略的过去走到了不可被忽略的现在[9]。

3M互动观察法既直观、又简捷，比较实用，还非

常有价值意义，不仅能让教师有时间观察识别每个

幼儿，能与区域活动中的微小组或幼儿个体一起对

话，而且还能够让教师从幼儿与材料互动水平出发

更好地为每个幼儿展开个性化课程定制，期待继续

去尝试与深耕。

[注：本文系江苏省基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

（二类）项目“农村园‘一童一案’的深度建构与实践推

广”（苏教基涵[2022]16号文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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