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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生活化教育与幼儿实践及思维能力的开发 
◆崔  峰 

（甘肃省兰州市坪城乡中心幼儿园  730323） 

 
摘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强调幼儿各项教育要和幼儿日常生活

密切联系，教师要科学把握当下幼儿生活启蒙教育的具体情况，在优化

创新教育过程中开展生活化实践活动，引领幼儿主动参与，同时在层次

化实践中找寻生活化科学问题答案，在了解、把握生活现象与知识的过

程中促进幼儿思维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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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设生活化情境，叩响动手动脑兴趣之门 
幼儿科学知识获取、思维能力锻炼等都建立在兴趣培养的基

础上，在幼儿生活启蒙教育中，教师要有机联系班级幼儿生活实
际、个性特征等，巧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同时优设生活化科学情
境，让幼儿在感知生活化科学现象与知识中顺利叩响科学兴趣之
门，主动参与科学实践，确保科学活动有序开展。 

以“有趣的声音”为例，教师要多层次地把握日常生活中熟
悉的声音，结合“有趣的声音”科学活动主题，借助多媒体集图
片、动画、声像等于一体的特征，在融入动画、故事等元素后，
动态呈现日常生活中幼儿熟悉的各类声音，在图文并茂、动静结
合下创设良好的生活化科学教学情境，吸引幼儿眼球的同时使其
主动参与科学生活化课堂。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关于“声
音”的生活化场景，巧设一些简单化的科学问题，在引领幼儿观
看的同时指导其思考，在互动过程中对科学新课题产生浓厚的兴
趣，顺利展开“有趣的声音”科学活动。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巧
借多媒体优势作用，创设生活化科学启蒙教育情境，让幼儿说说
日常生活中自己熟悉的声音有哪些，在互动中使其对“声音”有
新的认识，向幼儿提供生活实际中熟悉的材料。 

二、选择投放生活中的常见材料，强化知识培养意识 
知识的获取与科学意识培养对幼儿进行课堂内外实践都有

重要作用，在生活化幼儿启蒙教育中，教师要注重生活中常见材
料的可操作性，围绕活动主题，以班级幼儿为导向，在科学区角
合理选择、投放材料，在和幼儿层次化互动中引领其实践操作，
实时获取生活知识与情感的同时培养科学素养。 

以“物体的沉浮”为例，教师要联系班级幼儿已有的生活经
验及“物体的沉浮”课题主题，在坚持因材施教原则的基础上科
学选择投放到活动区角中的材料，要是幼儿生活中常见的、高操
作性的材料，比如小木块、肥皂盒、橡皮泥、小皮球，包括常见
的蔬菜、水果等，在有机整合中展开“物体的沉浮”科学启蒙教
育活动，在师幼和幼幼互动中促使班级各层次幼儿在生活化实践
中和投放其中的材料进行有效互动，在知识与情感获取中实时建
构生活化活动经验。与此同时，在“物体的沉浮”活动开展过程
中，教师先让班级幼儿猜猜这些材料哪些会浮在水面或者沉入水
底，再引领幼儿亲自进行实践操作，验证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
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在示范操作中科学化引领班级幼儿实践，仔
细观察的同时有效引领、指导，确保活动实践顺利进行，可以适
时投放新的材料，引领幼儿不同层次探究生活中常见物体沉浮现
象。教师要针对“物体的沉浮”生活化教育中呈现的问题，有机
整合课题知识点的同时引导班级幼儿进一步实践，在揭示生活中
常见物体沉浮秘密中实时获取相关的知识，在发散思维的过程中
培养探索、求知和动手能力。 

三、引领幼儿合作探究，锻炼思维能力及合作意识 
幼儿思维能力锻炼离不开有效的合作探究，教师要在融入生

活化元素的过程中深化幼儿生活化启蒙教育，在知识讲解中巧设
生活问题，引领各层次幼儿合作探究，在互动、交流中开发自潜
能，在实践操作中思考、探究问题，在问题解决中实时锻炼思维

能力，实现生活化启蒙教育的价值。 
以“电”为例，电是幼儿日常生活中经常熟悉的，其中蕴含

着众多常见而神秘的科学现象。教师可以将小组合作学习及生活
化元素同时融入“电”生活启蒙教育活动中，在构建的生活化情
景中引领幼儿进行不同层次实践，在合作探究中深刻了解日常生
活熟悉的关于电的科学现象和用途，从中获取知识，强化锻炼思
维能力。在此过程中，教师要综合把握班级幼儿的个性特征、兴
趣爱好、认知层次等，合理划分实践小组，在互动、交流中有效
动手、动脑、动眼，共同进行探究。教师要将幼儿日常生活中熟
悉的电线、电池、小灯泡等引入课堂，进行“让小灯泡亮起来”
的趣味实验，在明确简单实验要求、要点中有效启发、指导各小
组幼儿实践，而不是直接告诉幼儿实验步骤、方法等，促使各小
组幼儿在互动过程中挖掘自身潜能，在想一想、动一动等过程中
进行有效合作探究。在此基础上，教师要坚持由易到难、由浅入
深等原则，启发各小组幼儿一步一步进行实践操作，可以在把握
生活中相关科学现象中设置一些针对性、简单化的探究问题，不
断激发幼儿探索欲、求知欲的同时引领其合作探究，在共同思考、
分析、解决问题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检验日常生活中“电”
多方面用途中正确把握熟悉的科学现象，促使幼儿在积累生活知
识、丰富生活经验中促进合作探究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在实
现“电”趣味活动开展目标中提高幼儿生活化启蒙教育整体质量。 

四、结语 
教师要在解读幼儿园教育新纲要中深入把握陶行知先生提

出的生活化教育理念，结合科学教育、生活实际之间的联系，深
入挖掘、整合生活化科学教育资源，在探索新思路过程中将生活
化元素巧妙穿插到幼儿生活化启蒙教育中，在增强趣味性、针对
性的同时确保实践活动有序开展，让生活化元素日渐成为幼儿实
践启蒙教育的源泉、归属，便于各层次幼儿在兴趣激发、知识获
取中各项素养都能有所提高，提高幼儿生活化启蒙教育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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