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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背景下我们开展幼儿科

学教育活动，特别重视游戏和生活的独特教育价值，使科学

活动生活化和游戏化有效地激发了幼儿科学探究的兴趣，调

动了他们参与科学活动的积极性，使他们在积极主动的建构

中掌握了科学知识，形成了正确的科学概念。生活化的科学

活动也，促进了幼儿多方面的发展，有利于幼儿身心和谐健

康成长。所以我们在科学探究材料生活化，并让科学探究活

动，从实验回归到实际生活，有的教师还挖掘幼儿游戏中的

科学探究元素，组织与开展了一系列的科学探究活动。这一

切都，促进了幼儿科学素养的形成，初步发展了幼儿的科学

探究能力，推动了幼儿自主探究。对此本文将结合教育实践

进行分析与探讨，为教育同仁组织和开展科学教育活动提供

有益的思路。

一、操作材料生活化，激起幼儿探究兴趣

在幼儿园实施科学教育组织和开展科学探究活动时，我

们应该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因为幼儿对实际生活中

的事物特别感兴趣，这是我们有效开展科学探究活动的重要

时机。在日常的互动交流中，我们发现幼儿是非常敏感和锐

利的，他们常常能够发现汽车能跑是因为轮子转得飞快，小

鸟能飞是因为他们有翅膀，等等，此时教师就可以从他们的

兴趣点出发，明确生活化的科学活动内容。例如，围绕《有趣

的旋转》组织与开展科学探究活动时，教师就使用了生活化

的操作材料，如孩子们最为常见的陀螺和呼啦圈等。有的教

师还提供了风车这一幼儿最为喜爱的玩具。由于操作材料

具有生活化的气息，能够有效地调动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

性，也满足了幼儿的兴趣需求，从而使幼儿可以兴高采烈地

参与到科学探究活动中来，并能通过动手操作来直接获取科

学知识，在实践中来验证自己的猜想，有效地提升了他们参

与科学活动的积极性。总之，在组织和开展科学探究活动

时，教师一定要重视生活化科学教育，情景的创设是幼儿快

速地进入到探究活动的状态当中来，让幼儿与生活中常见的

材料进行有效的互动，让幼儿边操作边感悟，了解其中的科

学原理体验科学探究活动所带来的乐趣。

二、从科学实验中来，回到幼儿实际生活中去

在我们所使用的科学教育教材中，有大量的主题是来自

于幼儿的实际生活。那么我们通常使用科学实验的方式让

幼儿发现问题，然后再回归到幼儿的实际生活当中去，让幼

儿利用这些原理来分析和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这样

既可以满足幼儿的好奇心，又能提高幼儿解决实际生活问题

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感受到科学探究活动的重要性，进而愿

意参与到科学探索活动当中来。例如，围绕《小水滴旅行记》

组织与开展科学探究活动时，教师首先发现幼儿对这种现象

特别的感兴趣，于是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做科学试验，在试验

过程中幼儿发现水滴被加热之后就能变成水蒸气在空气中

飘来飘去，最后飘到了玻璃片上，进而变成了小小的水滴，孩

子们对这种发现特别的兴奋。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将生

活中的这种现象展示给幼儿，他们也会充满探究的欲望，教

师提出这样的问题：天空为什么会下雨呢？教师的设计使得

科学实验又回归了幼儿的实际生活当中去，这样的科学探究

活动，非常的贴近幼儿的实际生活，而且趣味性很强，也有利

于幼儿进行动手操作，并能把科学知识与幼儿的实际生活建

立起紧密的联系，激起幼儿学习科学知识的浓厚兴趣。

三、捕捉游戏中的探究元素，组织和开展探究活动

在幼儿园课程游戏化教育改革背景下，我们组织和开展

了大量的游戏活动。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选择那

些具有游戏元素的科学教育内容与科学探究活动进行有机

整合，从而激发幼儿参与科学探究活动的兴趣，也使幼儿能

够有机会进行直接的感知，这是我们开展科学探究活动的重

要途径，能够有效地激发幼儿科学探究的兴趣，提高科学探

究活动的质量。例如，围绕《平衡》组织与开展科学探究活动

时，教师便挖掘幼儿玩儿跷跷板中的探究元素组织与开展了

相关的探究活动。在活动中幼儿争先恐后地玩跷跷板，教师

还为全班幼儿进行分组并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让他们带着问

题去玩跷跷板，幼儿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到平衡和重力之间的

关系，使他们对相关的科学知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总之，

在幼儿科学探究活动组织和开展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重视

游戏元素的融入，使游戏和生活以及科学教育实现有机整

合。这样的活动形式既充满了游戏的元素，又贴近幼儿的实

际生活，可以有效地挖掘生活中的科学知识，提高幼儿解决

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在幼儿园科学教育生活化的实践探索中，我

们对科学探究活动的生活化进行了实践与探索，并总结了大

量的有益经验，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我们使用生活化的操作

材料，让科学探究活动，由实验中来又回到幼儿的实际生活

当中去。同时我们还尝试挖掘游戏活动中的科学知识元素，

然后将游戏与科学教育以及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整合有效

地提高了科学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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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幼儿科学教育，在幼儿园课程游戏化教育改革背景下，我们更加重视幼儿的主体地
位，培养幼儿的自主探究能力。特别是在《指南》背景下组织与开展科学活动时，我们珍视游戏和生活的独特教育价值，
在幼儿科学活动生活化的实践探索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提供生活化的操作材料，让科学探究的内容回归到
生活当中去，或者是挖掘幼儿游戏时的探究元素，有效地实现了科学活动生活化，激发了幼儿参与科学探究活动的兴趣
和热情。对此文章结合教育实践进行分析与探讨，提出幼儿科学活动生活化的策略，为教育同仁开展相关教育实践提供
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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