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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市实验幼儿园 赵 颖

幼儿科学探究是幼儿在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自主建构

知识经验、能力和态度，融操作

性、思考性、创造性、趣味性为一

体的活动。那么，如何有效提升

幼儿的科学探究能力呢？这就需

要教师创建适宜的科学探究环

境，探索最适合幼儿发展的活动

方案，多元评价幼儿的科学探究

行为，让幼儿通过科学探索获得

经验，培养幼儿的自主探究能力

和科学学习品质。

一、“营”环境，激科学探究之欲
开展各类科学探究活动，必

须为幼儿创设丰富轻松的探索

环境，为幼儿的科学活动配置充

足的物质条件，随时满足幼儿的

求知欲，并营造宽松和谐的学习

氛围，引导幼儿主动探究和大胆

创造。

1.艺海科技馆——妙趣无边

基于当今科技大环境下对幼

儿园科学启蒙教育的思考，我园

开设了幼儿科学学习中心——艺

海科技馆，内设生物科学区、生命

科学区、设计区、机械区等不同的

区域。探索齿轮转动的秘密，用

放大镜观察动植物标本，观看彩

色喷泉……如此超现代的空间，

常常让幼儿们流连忘返。

2.创客中心——创意无限

为了让每个幼儿主动参与和

尝 试 ，幼 儿 园 为 他 们 独 创 了

STEM儿童创客中心，室内分斜

坡世界、轨道工程、风机探秘、锁

扣创想、百变磁墙等五大区。在

这里，幼儿自主操作，展开想象，

丰富的活动材料充分满足了幼儿

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3.科探广角——其乐无穷

幼儿园每个班都铺设了科探

广角，教师从幼儿的角度，根据幼

儿的年龄特点和发展目标，分层、

分段地为幼儿创设科学探究主题

材料。大家积极探索，乐此不

疲。教师参与其中，倾听幼儿的

话语，时时赞赏他们的点滴发现

与进步，在点赞声中创设敢想、敢

说、敢做、敢创造的氛围。

二、“甄”内容，品科学探究之趣
教师只有激起儿童对科学探

究的兴趣，才可以提升儿童探索

科学的积极性，发展儿童的思维

想象能力，培养儿童良好的思维

品质和意志力。

1.生活游戏——玩转科学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

出，“科学教育应密切联系幼儿的

生活进行，利用身边的食物与现

象作为科学探究的对象”，让幼儿

在生活中发现科学、体验科学、运

用科学，让生活成为科学教育的

源泉，最终根植于幼儿的生活

中。因此，我们必须从幼儿身边

的现象或事物入手，选择他们感

兴趣的事物作为探究的对象，让

他们感知、发现，并引导他们去分

析、推理。

2.系列活动——探秘科学

科学探索活动需要持续性，

教师应在观察幼儿的基础上，发

现有探索价值的、幼儿感兴趣的

内容，围绕这一内容，设计若干

个相互间有联系的、循序渐进

的、层层深入的科学实验或操作

活动。在“做中学”的教育理念

引领下，我们选择能吸引幼儿兴

趣，具有操作性并能深入探索的

系列科学活动。教师在设计系

列活动时，要充分调动幼儿的操

作兴趣，确保操作环节科学、严

谨，使他们在探索中获得直观明

了的答案。

三、“守”时机，引科学探究之路
教师是幼儿开展探究活动的

支持者和促进者，其教育行为直

接影响幼儿的探究。介入过早、

指导过多，会使幼儿忙于回应，缺

乏充分的自主探究时间，甚至会

剥夺幼儿自主发现的机会；介入

太晚、指导不充分，幼儿则会困

惑、无助，失去探究兴趣。那么，

如何介入才能被称为适时、有效

的介入呢？

1.预设问题——巧拓思路

问题是引导幼儿思考、探索

的核心，随着问题的解决，探究才

能深入。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等

待孩子发现问题，这时教师的帮

助和引导就显得至关重要，问题

的预设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幼儿

探究的结果。如在《斜坡轨道》活

动中，我以“如何让小球在轨道顺

利通行？”为开端引导幼儿探索，

利用轨道制作小球的运行轨迹。

在观察过程中，我发现孩子们选

择了不同材质的轨道。于是，我

追问：“小球分别在木质轨道和

pvc 管轨道上滚动，哪种轨道会

让小球滚动得更快呢？”使幼儿进

一步探究。

2.适时介入——关键点拨

科学探究的过程就是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但幼儿生活

经验的缺乏，决定了他们在科学

探究中将面临更多的问题和困

惑，教师有责任点拨他们，为他们

的探究打通关节，帮助他们获得

成功。而教师介入的时机和尺度

就是引领幼儿深入探究的关键。

通过适时的点拨，设计适合幼儿

的指导策略，以孩子的眼光思考

试验的可操作性，会让孩子在探

索的过程中，既获得知识经验，又

能最大限度地感受努力解决问题

并获得成功带来的喜悦。

四、“巧”评价，养科学探究之思
教师合理的评价可以帮助幼

儿梳理方法、总结经验、深入探

究，为科学探究活动起到画龙点

睛的功效。幼儿自我、同伴间的

“巧”评价则有助于孩子主动观

察、自主探索等科学素养的养成。

1.关注个体——树立自信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强

调，“教育内容要更多考虑到能否

兼顾群体需要和个体差异，使每

个儿童都能得到发展，都有成就

感”。评价更应如此，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在

“小蜻蜓”制作中，只见幼儿将小

蜻蜓的眼睛拆了装，装了又拆，始

终无法组装得和设计图一样，正

要放弃时，教师对设计区的幼儿

说：“你很专注，有耐心，用了不同

的方法组装小蜻蜓的眼睛，大家

觉得哪种方法漂亮又牢固呢？”教

师在肯定她的同时，间接帮助她

解决了问题。对于能力弱的孩

子，帮助他们认识自我、树立信心

是非常重要的，而能力强的孩子

则需要维持新鲜感以及挑战的难

度，如此才能促进幼儿不同程度

的提高。

2.团队合作——互助激励

教师应使用小组讨论、自我

评价、教师评价等方式，将教师和

幼儿的评价有机结合，既体现幼

儿的主体性，又能帮助教师更好

地了解幼儿的能力。幼儿通过分

享反思自己，了解自己的优势与

不足。而同伴能在他的自我评价

中获得解决难题的方法。教师可

以根据幼儿探索过程中的专注、

遇到困难时的坚持、合作过程中

的分工等方面对其做出评价，让

幼儿在体验探究乐趣的同时还能

获得经验的累积。

总之，在幼儿的科学探究活动

中，教师只有从观念上进行更新，

通过对幼儿和谐探究氛围的创设、

兴趣的激发、探究内容的合理选

择，对幼儿特定阶段性发展和问

题进行针对性的引导，让探究成

为幼儿的一种学习方式和习惯，

这样的科学探究活动才是有深

度的探究，才能促使幼儿形成科

学的态度，提升幼儿的探究能力。

□湖南省东安县机关幼儿园
闵 敏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

出，“要尊重和满足他们不断增长

的独立要求，避免过度保护和包

办代替，鼓励并指导幼儿自立、自

理的尝试”。那么，如何培养幼儿

的独立自主意识呢？本文就这个

问题讨论了父母和教师应该如何

培养幼儿的独立自主性，如何保

持教育的一致性以培养幼儿独立

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自我服务等

独立自主能力。

一、家庭是首要场所
任何一个孩子，都是经过父

母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才形成

了不同的人格品质和能力。儿童

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幼儿期，孩子

心理活动的主动性明显增加，喜

欢自己去尝试体验。家长可以因

势利导，把握孩子这个时期的心

理特点，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

下，放手让孩子去做力所能及的

事情。

1.大人放手，孩子动手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家长

怕累着孩子，或者怕孩子做不好，

自己重新做太麻烦，因而不让孩

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还有一

些家长认为，吃饭、穿脱衣服等生

活技能是不用训练的，孩子长大

自然就会。其实这些观念都是不

正确的，从儿童发展的观点来看，

不给予孩子锻炼的机会，就等于

剥夺了孩子独立自主能力发展的

机会，久而久之，孩子也就丧失了

独立能力。

2.尊重幼儿的好奇心

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就是不仅要孩子自己独立动手去

做事，还要孩子独立思考问题。

独立思考能力强的孩子，往往具

有较强的好奇心。家长应该尊重

孩子的好奇心，千万不要因为孩

子提的问题过于幼稚而加以嘲

笑，以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同

时，家长可以给孩子讲一些科学

家、发明家成长的故事，以激励孩

子从小立志，培养孩子学习新知

识和探索新问题的兴趣。

3.给幼儿树立良好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

家长是一个处处依赖别人，对什

么事都拿不定主意、动不动就寻

求别人帮助的人，那很难期望你

的孩子能够独立自主。家长的一

举一动，都是孩子模仿和学习的

榜样，所以想要孩子独立自主，家

长要先做到独立自主。

二、幼儿园是重要场所
孩子成长需要和谐的环境。

因此，幼儿园要为幼儿创设宽松、

愉快的环境，给幼儿营造出一种

温暖的“家”的气氛，使幼儿有安

全感和愉悦感，这是培养幼儿独

立 性 和 自 理 能 力 的 必 要 外 部

条件。

1.引导幼儿学会处理问题

幼儿已初步具有生活自理能

力，常常表现出强烈的独立生活

倾向，我们要因势利导，让幼儿在

力所能及地处理自己事情中树立

主体意识，体验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的乐趣。

在日常生活中，幼儿的穿衣、

吃饭、洗脸、叠被、整理玩具等事

情，都要让他们自己去做，做得不

对时再不厌其烦地加以指正和教

导，使他们真正成为生活的主

角。在幼儿的各类活动中，我们

应该鼓励幼儿大胆、自主地按照

自己的想象去做，让他们的观察

力、想象力、判断力都得到充分的

发挥和展现。如在幼儿玩积木

时，让他们想出多种多样的玩法，

拼搭出许多不同的模型，而不规

定在统一模式的玩法上。

2.启发幼儿发表自己的意见

好奇好问是幼儿求知欲的表

现，也是三岁至六岁幼儿典型的

年龄特征。这个年龄的幼儿对周

围事物特别是新奇的事物充满兴

趣，看见什么都想弄明白，喜欢向

成人发问。因此，我们要尽量满

足幼儿的表达欲望，发展幼儿的

智力。

教师不应该把幼儿的问题看

作是无聊的，认为解答这些问

题是浪费时间，而应把其看作是

满足幼儿的好奇心、增长其知识

的好机会，要认真作出解答，使幼

儿意识到自己是活动和学习的

主人。

在教学过程中，虽然应该讲

求一定的纪律性，但也不能过多

地限制幼儿说话。教师要围绕教

学内容积极加以引导，只要内容

具有吸引力，引导得当，幼儿就不

会说题外话，就会围绕教师讲的

内容畅所欲言，问这问那，使活动

更显得生动活泼。

3.给幼儿更多的自由空间

孩子的独立自主性是在独立

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要培养独

立自主的孩子，就应该为他提供

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机

会。因此，教师更要注意创造机

会，培养幼儿自己作选择和自己

处理问题的能力，让幼儿充分感

受到自己有选择、探索和表达的

自由。同时，教师应注意启发他

们自己动脑筋尝试各种解决问

题的方法，不必担心失败和批

评，可以大胆发表自己与众不同

的意见。

4.帮助幼儿锻炼坚强的意志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始终

重视培养幼儿的坚强性格，面对

失败不灰心。只要幼儿敢去做，

即使失败，教师也应给予充分的

鼓励，引导其重新做，从而养成锲

而不舍的良好习惯，让幼儿在获

得成功的喜悦和满足感的同时，

形成一定的独立进取精神。

三、家园配合
孩子上幼儿园后生活在两种

环境里。幼儿独立自主能力的培

养不能只靠幼儿园教师，如果家

长不重视，在家总是包办代替，幼

儿的自我服务能力自然很差，这

会给教师培养幼儿独立自主能力

带来一定难度。因此，教师应与家

长密切配合，经常沟通，采用家访、

书信、开放日、家长会等形式，和家

长统一思想，以保持家园教育的一

致性。幼儿只有在要求一致的前

提下，才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继

而努力，久而久之，他们的独立自

主能力就会得到提高，其他能力

也会相应得到发展，最终实现全面

发展。

独立自主性的培养是一个长

期过程，家长和教师应循序渐

进，耐心引导幼儿，多给幼儿自己

去尝试体验的机会，在培养过程

中积极鼓励孩子的每一点进步，

帮助他们树立自信，使他们具有

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承

受能力，从而勇敢地去面对和

解决问题。

□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中心幼儿园
石文英 宣梦琰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环境

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

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我们

尝试从童话教育环境的创设入手，致力

于促进幼儿心智全面发展。

一、寻经典童话，让童话指引儿童
我们在与幼儿进行沟通后，确定以

绘本《母鸡萝丝去散步》作为童话主题教

育的切入口。《母鸡萝丝去散步》是一本

经典外国图画书，它的文字与画面形成

一种非常滑稽的对比：文字讲述的是母

鸡萝丝去散步这一平淡无奇的故事，而

图画还讲述了狐狸追逐猎物却屡屡受挫

的故事。我们从绘本故事导入，引导孩

子在笑声中理解画面内容，讲述隐藏在

图画背后的故事，并体会阅读绘本的基

本方法：鼓励幼儿大胆猜、细心看、清楚

说、快乐演，从而“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

外”。幼儿能很好地完成目标，并大胆地

自己创设情境，自己来扮演角色，在游戏

中学习动词。

二、创主题环境，让童话遍布教室
1.主题墙

幼儿园主题墙的创设，是丰富幼儿

园教育环境、优化教学手段、提高教育质

量的一个重要途径。主题墙不仅是一座

架在幼儿、教师、家长三者之间的桥梁，

它更是幼儿发展、幼儿园课程与班级环

境创设的有机结合体。因此，创设一面

能让幼儿真正喜欢，并能促进幼儿主动

发展的主题墙在我们的教育活动中是至

关重要的。

2.室内环境

环境是幼儿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它在幼儿的生活、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被誉为

“孩子的第三任老师”。《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明确指出，

“创设与教育相适应的良好环境，为幼儿提供活动和表

现能力的机会与条件”。环境不仅影响幼儿的发展，更

重要的是使幼儿能够主动参与幼儿园的环境创设，让幼

儿与环境产生互动效应，从而在环境中受到启迪和教育。

3.室外走廊环境

幼儿园走廊环境的功能是多维度的：通行与行为功

能；展示与沟通功能；认知与学习功能；装饰与美化功

能。为充分发挥走廊环境的功能，更好地促进幼儿身心

发展，幼儿园的走廊墙面创设是最直接的家园共育途径

之一，可以让家长一目了然地观察到孩子在幼儿园的参

与情况。

4.活动区

幼儿的大脑正趋于完善，环境的各种信息对幼儿的

智能发展能够起到启发、刺激的作用。在教师们的精心

设计和布置的活动环境中，幼儿运用各种感官去体验、

观察、操作、思索、发现、创造，在潜在的学习环境中学到

粗浅的知识，可以发展思维，锻炼能力，从而促进其心智

发展。

三、演童话故事，让童话意境渲染
幼儿天生喜爱假装、模仿、幻想、编故事，他们通过

游戏与扮演来学习所有的事情。因此，童话剧表演就成

为幼儿最喜欢也最适合的一种学习方式。

在《母鸡萝丝去散步》主题活动中，孩子们先建构

整个表演的环境，再商讨人员的分配、道具的摆放、观

众的掌声等。组织者自己策划，自己演示。表演完还

会一起商量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改进的地方等，这样既

培养了大班幼儿的合作精神，又拓展了大班幼儿的建

构思维。

四、延童话精髓，让孩子真正成为“童话”的主人
对《母鸡萝丝去散步》童话的主题进行延伸，最后生

成了有价值的亲子教育活动“护蛋大行动”。在三八妇

女节来临之际，为了让孩子们获得“爱”与“被爱”的双重

体验，激发对妈妈的感恩之情，我们举行了“感悟母亲

节 护蛋大行动”活动。

在一天的护蛋活动中，教师用照相机及时记录了孩

子们护蛋的各种举动，有相互提醒怎样保护鸡蛋的鼓励

声，有因为疏忽鸡蛋破碎后的哭泣声，还有护蛋成功的

欢呼声。快离园时，教师让孩子们看看自己的“宝宝”怎

么样了。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外包装，看到自己的“宝

宝”完好无损时，他们欢呼雀跃，叫喊着：“我成功了，妈妈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失败的孩子，心里则很难过，用羡

慕的眼神看着同伴，但他们也体验到了生命的宝贵。

五、忆最美童话，让童话价值凸显
1.最美童话的启蒙性价值

每一个童话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每一个童话都有

一个人物形象，每一个童话都蕴含丰富的文化知识。童

话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幼儿从中也获得了一

定的社会文化知识和初步的自然知识，还可以通过对童

话中任务关系的理解，逐渐了解和掌握社会生活中的各

种行为准则。

2.最美童话的经验性价值

好奇和探究是儿童的天性，他们通过与周围世界的

交流、环境的互动而逐渐积累和积淀生活的经验。“当他

们操作材料，进行试验，探索着发现事物，并谈论它是如

何出现的时候，他们正进行最佳的学习。”因此，《母鸡萝

丝去散步》童话剧主题课程的建构过程就是儿童主动参

与、积极探究的过程。幼儿通过自己对故事进行剖析，

对动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挖掘，对所经过的场地进行改建

等，使自己的感性经验得到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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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幼儿的独立自主意识

科学启智，趣探求真
——关于提升幼儿科探能力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