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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意识的增强，以及幼教改革的深入，科学教育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功

效被纳入幼儿教育体系中，成为幼儿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幼儿园工作规程》明确提出了科学教育的

目标：丰富幼儿对自然和社会的粗浅知识，培养幼儿对自然与社会的兴趣和求知欲，开发幼儿的智力，

形成幼儿对人对事物的正确态度等。在此，笔者就幼儿园开展科学教育提出几点看法。 

 

一、科学教育的作用 

 

幼儿科学教育活动是幼儿认识周围世界，获取知识与经验的重要途径，在实现幼儿园培养目标上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①科学现象五彩缤纷，神奇有趣，最能引起幼儿的好奇和探索求知的兴

趣。②科学教育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存在于幼儿日常生活的各个空间。教师可因势利导，抓住契机，

灵活进行科学教育，丰富幼儿对自然和社会的粗浅知识，增强幼儿的科学意识，形成幼儿对人对事物的

正确态度。③幼儿在科学活动中需要调动各种认知功能积极参与，观察、比较、分类、操作、思维等，

从而使幼儿的认知能力在活动中得到相应的培养与提高。④科学教育的一些内容与其他教育内容有着潜

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比如语言故事《小壁虎找尾巴》、体育《走平衡木》、各种建构游戏等都包容着

一定的科学内容，教师可以通过科学教育帮助幼儿掌握知识和技能。 

 

二、科学教育的开展 

 

1．预定目标，选择、设计科学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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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实施科学教育的导向，我们在实施科学教育前可先根据各年龄段幼儿的实际认知水平和科学

发展目标，结合时代特征，确定各阶段的分目标，明确在这一阶段要认知什么，达到什么水平，培养哪

些能力等。有了明确的目标，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地选择和设计科学教育的内容，有条不紊地开展科学

教育。在科学教育内容的选择和设计上要注意：①以目标为出发点和归宿，内容要为实现目标服务；②

内容要符合幼儿的认知特点，贴近幼儿生活，丰富多彩、新颖有趣，有利于激发幼儿的兴趣和求知欲；

③各阶段内容循序渐进，呈层次性，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要求；④活动内容要体现时代特征，适当安排

现代科技的有关内容，让幼儿初步认识现代科技，知道科技是在不断发展的，它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方

便。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些科学教育的目标、内容是教师在幼儿活动前预设的，就不可避免会存在偏

差和不适宜性。因此，教师要更关注和尊重幼儿当前的兴趣和需求，灵活地调整教育目标与内容，以顺

应幼儿即时的发展需要。 

2．巧妙组织教学活动，激发幼儿对科学的兴趣 

科学教育内容丰富多彩，神奇有趣。教师要充分发挥科学的魅力，巧妙地组织科学教育活动，激发

幼儿对科学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引导幼儿用科学的探究方法去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体验“做科学”

的乐趣，培养一定的探究科学的情感与认知能力。激发幼儿对科学的兴趣，其具体的教学方法主要有： 

（1）魔术法：这种方法能很快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激发幼儿的兴趣，调动幼儿学习的主动性。例如

在《神奇的图画》活动中，教师出示一张白纸，在幼儿确认纸上什么也没有后，举起喷雾器，朝画上一

喷，奇迹出现了，画面上呈现出一只蓝色的可爱的小兔。幼儿十分惊讶：“哇，老师会变魔术！”于是

兴趣油然而生。这时，教师神秘地说：“这个小魔术很简单，每个小朋友都会变，不信你们自己试

试。”幼儿都跃跃欲试，在浓厚的学习兴趣的推动下，认真操作，仔细观察，积极思考，培养了幼儿的

探究精神。 

（2）惊险法：这种方法扣人心弦，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激起幼儿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例如

科技系列活动《圆的本领》前设一个“踩鸡蛋”表演，教师慢慢走上用4只鸡蛋支撑的木板时，幼儿不约

而同地惊叫起来：“不能踩，鸡蛋会碎的！”结果鸡蛋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破碎，这种强烈的反差激起

幼儿非探究个水落石出不可的求知欲望，激发幼儿浓厚的学习兴趣，在后面的操作尝试活动中，幼儿积

极主动，全神投入，寻找科学的奥秘。 

（3）设疑操作法：这种方法以幼儿自主探索为主，提供给幼儿丰富的操作材料，设下疑问，让幼儿

通过实践操作，观察科学现象，学习、体验探究科学的方法，发现科学道理。例如在《沉浮》活动中：

教师提供丰富的材料，让幼儿大胆尝试，把这些东西一一放入水中，观察哪些会沉下去？哪些会浮在水

面？在幼儿获得初步“沉”与“浮”的经验后，提供辅助材料，让幼儿进一步探索、尝试“沉的东西能

变浮？浮的东西能变沉吗？”幼儿带着新问题，继续探索，认真观察，对比和寻求答案。这种方法有效

地培养了幼儿的认知能力，激发幼儿对科学的兴趣和掌握科学的自信心。 

当然科学教育的教学方法还有许多，教师可根据不同的科学内容，灵活编排、设计相应的、生动的

教学方法，激发幼儿的兴趣，完成科学启蒙教育目标。 

3．开设区角，给幼儿的自由探索提供条件 



幼儿科学教育仅靠集体教学活动是不够的，我们要积极为幼儿的科学活动配套充足的物质条件，创

设丰富宽松的探索环境，随时满足幼儿求知欲的需要。例如在班上开设科技游戏区、动植物观察角、小

小阿凡提“问号区”等，提供各种活动、实验、操作材料，如平面镜、凹凸面镜、三棱镜、磁铁、铁

钉、回形针、小斜坡、平衡杠杆、电池、小灯泡、小陀螺、小苏打、醋、小汤勺、大中小玻璃杯、不同

质的纸、物……创设各种问题情境，如大蒜长胡子、蜗牛吃什么、让乒乓球转起来、谁跑得快、搭纸桥

等等，幼儿可以自由进入这些区角，独立或合作地进行观察、操作、尝试、实验，自由自主地探究。教

师不直接介入，不随意评价，微笑等待，尊重和关注幼儿的个性活动方式，发现和肯定幼儿的创新思维

和能力，观察分析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在幼儿求助时给予适宜的启发与合作，让幼儿感到学科学、做科

学是一件轻松而愉快的事。  

开设科技区角要注意：①提供的内容、材料要贴近幼儿生活，幼儿容易理解和感知的，符合幼儿的

年龄特点和发展水平。太容易，不能激发幼儿操作的积极性；太难，幼儿不能理解，容易产生畏难情

绪。教师要在观察、了解幼儿的兴趣和需要的基础上，发动幼儿一起收集、准备活动内容与材料，一物

多用，让幼儿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真正促进幼儿的有效发展；②材料要便于幼儿操作，简便、卫生、

安全，并易于准备。例如用塑料袋、塑料瓶子、气球等寻找空气，做各种有趣的空气实验；用玻璃杯、

可乐瓶、小筷子，提供方糖、盐、味精、小沙子、回形针等即可进行各种溶解实验等。简便的材料和内

容还有利于幼儿回家后的再探索，使科学活动得以延伸。③在幼儿的操作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幼儿的情

绪体验，对爱动脑筋、认真探索的幼儿给予适当的肯定和鼓励，增强自信；能力强的幼儿适当提高难

度，使其求知欲不断得到满足；能力较差的幼儿给予适当帮助和提示，教师可高兴地与其合作，保持幼

儿探究科学的积极性；④活动的内容、材料要根据幼儿当前的兴趣和需要更换、补充，保持内容和材料

的吸引力，促进幼儿活动的兴趣不断被激发，不断有新问题产生，从而持久地保持幼儿对科学的兴趣和

探索积极性。 

4．抓住契机，把科学教育渗透于幼儿的日常生活中 

幼儿一日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容着许许多多的科学。例如幼儿在走平衡木时，引导幼儿思

考，用什么办法，使自己走得更稳？在午餐吃蛋时，启发幼儿思考，怎样让鸡蛋立在桌子上？在结构游

戏《建高楼》中，鼓励幼儿多尝试，寻求用什么办法使楼建得又高又稳等等。教师要善于抓住契机，挖

掘一日生活中的科学素材，因势利导，适时教育，让幼儿体验科学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她就在我们的

身边，为我们的生活提供许多帮助，科学是人类的好朋友，我们离不开科学等等，这些科学的意识与情

感对幼儿是终身受益的。 

 

三、在实施科学教育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要注重培养幼儿的科学情感和探究科学的能力 

教师对幼儿实施科学教育不能只看结果，而要注重幼儿探究科学的过程。既要丰富幼儿粗浅的科学

知识，更要注重培养幼儿热爱科学的情感，激发幼儿对科学的兴趣，探究科学的能力（观察能力、比较

能力、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合作能力等），培养幼儿不怕困难、不怕失败、敢于挑战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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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质。  

2．要重视幼儿的表达与交流 

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好差，决定着他们思维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中，教师不仅

要引导幼儿通过实践操作感知科学的乐趣，还要引导幼儿把科学实践过程和获取的结果用语言表达出

来，使幼儿的思维由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发展，把实践的经验化为语言存在于意识之中，促进

幼儿智力的提升。当幼儿对一个问题作了深入探究、思考、尝试，有了深入了解和深刻体验以后，都会

产生一种表达和交流的欲望，幼儿把探究过程和发现经过思维的梳理和适当的语言表达出来，既增加了

对事物的认识，又体验了成功的喜悦。由于幼儿有了与同伴的语言交流，就会有分享、有启发，在别人

的肯定、质疑、讨论、争议中，幼儿的思维不断梳理和明析，逐步向正确的认知靠近。因此，教师在实

施科学教育中要给足幼儿自由、宽松的语言环境，促动幼儿表达与交流，这是科学教育的重要一环。 

3．要尊重个性，因材施教 

不同的幼儿其原有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以及个体活动方式等都会存在差异，因此，教师在实施科

学教育过程中要尊重幼儿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教师可多采取小组或个别活动的形式，让幼儿既有个

体自主活动，又有小组交流合作，满足不同水平幼儿的发展需要。对不同水平、不同个性的幼儿可以提

出不同的要求，使每个幼儿都能在科学活动中获得快乐的成长。 

4．要充分发挥幼儿情感、意志、个性在科学探索活动中的动力作用 

在科学教育活动中，幼儿的情感、意志、个性表现很明显。某些平时好动的幼儿对某一科学活动兴

致十足，能长时间认真观察、操作，用意志克服了好动的缺点；有的能力强的幼儿面对完全可以战胜的

困难却轻易放弃了成功的机会……科学的成功需要有一个稳定而持久的情绪情感、活泼自信的性格和勇

于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我们在科学教育活动中，要有意识地在幼儿活动过程中加以引导和激励，培养

幼儿稳定的情感、坚强的意志和活泼开朗、敢于挑战的个性品质，充分发挥情感、意志、个性在科学探

索活动中的动力作用。 

    我们相信，随着幼儿园教育改革的深入，广大教师的积极探索，幼儿园科学教育一定能取得更

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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