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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视角下的幼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创设

强珊珊

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吾悦幼儿园，中国·江苏　溧阳　213300

【摘　要】当前，幼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创设中存在儿童主体地位的缺失、材料投放缺少科学性、儿童自主探究意识

不强、儿童操作材料过程缺少互动性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关注儿童的主体性、科学性和互动性，通过重视儿童的兴

趣和需求、科学选择和配置材料、鼓励儿童自主学习和合作意识，以及设计具有互动性的任务和活动等方式。只有在充分

考虑儿童发展特点的前提下，才能创设出有利于儿童科学学习和全面发展的科学区学习环境。本文将针对儿童视角下的幼

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创设工作展开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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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reation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children, lack of scientifi c materials, 
children's awareness of independent inquiry, and lack of intera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operation material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children's subjectivity, scientifi c nature and interactivity, by paying attention to children's 
interests and needs, scientifi c selection and allocation of materials, encouraging children's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cooperation 
consciousness, and designing interactive tasks and activities. Only on the premise of fully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can we create a learning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children's scientifi c learning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study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kindergarten science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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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科学区是培养幼儿科学思维和好奇心的重要场

所，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于幼儿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

要。通过激发幼儿的科学兴趣和好奇心、培养幼儿的探索

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幼儿的自主学习和合作意识、提升

幼儿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可以为幼儿的全面发展提供

良好的支持和引导。在实际创设中，应注意结合幼儿的发

展特点、兴趣爱好和实际需求，打造适合幼儿学习和成长

的科学区学习环境。同时，与家长和教师的合作也是非常

重要的，共同为幼儿的科学学习和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

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1　儿童视角下的幼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创设必要性

幼儿时期是培养科学兴趣和好奇心的关键时期。科学

区的学习环境应当提供各种具有趣味性和互动性的科学实

验工具、模型和材料，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例

如，通过设置植物观察区、动物饲养区等，让幼儿近距离

接触自然生态，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同时，可以设置

多样性的科学实验和探究活动，让幼儿通过亲身实践和观

察，发现科学的奥秘，激发他们对科学的探索欲望。

幼儿园科学区应该为幼儿提供充分的探索和实践机会，

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和实践能力。通过布置各种开放性的

探索区域和实验桌，让幼儿自主选择和操作科学材料，提

出问题、寻找答案。例如，可以设置水流观察区、磁力实

验区等，让幼儿通过探索和实践，掌握基本的科学实验技

能，培养他们的观察力、思考力和动手能力[1]。

幼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的创设应该注重培养幼儿的自主

学习和合作意识。可以设置开放式的学习区域，让幼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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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学习材料和活动。同时，鼓励幼

儿与小伙伴们合作探索、讨论和解决问题，培养他们的合

作精神和团队意识。例如，可以设置小组合作区，让幼儿

在小组中共同研究和解决科学问题，培养他们的合作和交

流能力，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助和学习。

幼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的创设有助于提升幼儿的创新能

力和综合素质。通过在幼儿园科学区创设中注重培养幼儿

的创新意识和思维，鼓励他们提出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并进行创造性的实践和探索。例如，可以设置创新设计

区，让幼儿根据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制作小发明、模型或艺

术品。这样的创设可以激发幼儿的创新思维，培养他们的

观察力、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同时，在创设幼儿园科学

区学习环境时，应综合考虑幼儿的全面发展需求。例如，

布置舒适、安全的实验桌和椅子，注重幼儿的体验和安全

保障，提供适合幼儿身体发展特点的工具和材料。此外，

也要注重创设寓教于乐的学习环境，让幼儿在欢乐的氛围

中获得知识，激发他们对科学学习的兴趣。

2  当前，幼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创设中存在的问题

2.1　儿童主体地位的缺失

幼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的创设对于幼儿的科学学习和素

质培养至关重要。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需要解决。在幼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创设中，常常存在

儿童主体地位的缺失。即在创设过程中，教师过多地以传

授知识为主，缺乏对儿童的倾听和尊重。这种情况下，儿

童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因此，创设科学区

学习环境时，应注重重视儿童的兴趣和需求，尊重他们的

思维和观点，充分发挥儿童的主体作用，鼓励他们表达和

分享自己的想法和疑问。

2.2材料投放缺少科学性

在幼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创设中，常常出现材料投放缺

少科学性的问题。有些幼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中的材料摆

放并不有序、逻辑性不强，缺乏科学原理和规律的引导。

因此，创设科学区学习环境时，应根据幼儿的发展特点和

科学教育的要求，科学选择和配置材料。例如，可以根据

幼儿的年龄特点，提供与实际生活相关的材料，让幼儿通

过触摸、感受和观察等方式感知科学现象，培养他们的科

学兴趣和思维能力[2]。

2.3儿童自主探究意识不弱

在幼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创设中，存在儿童自主探究意

识不强的问题。一些幼儿在科学区学习环境中过于依赖教

师的指导和提示，对自主学习和自我探索缺乏主动性。为

解决这个问题，创设科学区学习环境时应设立开放性的学

习区域，提供一定的自由度和选择空间，鼓励幼儿主动探

索和发现。同时，教师应积极引导幼儿提出问题、寻找解

决方案，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索精神。

2.4儿童操作材料过程缺少互动性

在幼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创设中，存在儿童操作材料过

程缺少互动性的问题。有时，学习材料的设置和操作方式

过于固定，缺少与其他儿童或教师的互动和合作。这导致

幼儿在操作材料时缺乏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无法充分利用

集体智慧和想象力。为解决这个问题，创设科学区学习环

境时可以设置合作性的任务和活动，鼓励幼儿合作解决问

题、分享思考和发现。例如，设计小组活动和团队项目，

让幼儿共同操作材料、交流心得、合作解决问题，培养他

们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

3  儿童视角下的幼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创设途径

3.1凸显儿童的主体参与地位

幼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的创设对于儿童的发展和成长至

关重要。在这个科学区，儿童可以通过观察、实践、探索等

方式，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这个科学区的设计是否能够真正凸

显儿童的主体参与地位，是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首先，要凸显儿童的主体参与地位，充分尊重和关注儿

童的意见和需求。在设计科学区时，我们应该充分征求儿

童的意见，了解他们对于学习环境的期望与需求。我们可

以组织小组讨论或开展问卷调查，让儿童表达自己的观点

和建议。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儿童的参与感，还可以让他们

感受到自己的声音和意见得到重视和尊重。

其次，在科学区学习环境的创设过程中，应该注重儿童

的实际操作和实践经验。科学区不仅仅是一个展示和陈列

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提供给儿童进行实践和探索的场所。

应该提供丰富多样的实验、模型、材料等资源，让儿童可

以亲自动手进行实验和探索。这样可以激发儿童的探索欲

望，培养他们的观察和分析能力，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和

发展。再次，儿童的兴趣和需求应该是科学区学习环境创

设的重要考虑因素。每个儿童都有自己特别的兴趣和爱好，

我们应该根据儿童的特点和需求来提供适合他们的学习资源

和活动。科学区可以设置不同的学习区域，如动手制作区、

观察区、实验区等，让儿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和参与。同

时，我们也可以邀请专业的科学教育人员来举办讲座和指导

活动，引导儿童在感兴趣的领域深入学习和探索。最后，儿

童的主体参与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和支持。幼儿园教师应该

具备科学知识和教育经验，能够引导儿童进行科学学习和

探索。教师应该充当儿童学习的合作伙伴和指导者，鼓励

儿童思考、提问，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同时，教师还应该

灵活运用课堂管理技巧，创造积极和谐的学习氛围，鼓励

儿童相互交流和合作，促进他们在学习中的主动参与和成

长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儿童创造一个积极、有趣

和富有挑战性的学习环境，促进他们全面发展和成长。

3.2提升材料投放的科学性

幼儿园是儿童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场所，幼儿园科学区是

培养儿童科学观念和探索能力的重要载体。在幼儿园科学

区的学习环境创设中，提升材料投放的科学性十分重要。

首先，提升材料投放的科学性对儿童的学习起到重要的

指导作用。科学性的材料能够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引导

他们主动地进行探索和实验。例如，在科学区摆放具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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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功能和特点的材料，如放大镜、实验器材等，能够引导儿

童观察和实践，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和动手能力。只有科学

性的材料才能真正激发儿童的学习热情，使他们在活动中能

够全面发展。其次，提升材料投放的科学性还可以促进儿童

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展。科学区材料的多样性和变化性

能够激发儿童的创造力，让他们在自主学习中寻找解决问题

的方法。通过使用符合儿童认知特点的材料，如模型、图表

等，可以帮助儿童建立对科学知识的概念和理解。只有在科

学性材料的启发下，儿童才能自由探索和构建自己的知识体

系，培养科学思维的习惯。此外，提升材料投放的科学性还

可以培养儿童的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科学区材料的合理安

排和布局可以促进儿童之间的合作和协作。例如，搭建一个

小型团队合作的实验台，让儿童结合自己的想法和创意进行

实验，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和沟通能力。只有在科学性材料

的指导下，儿童才能更好地理解合作的重要性，并学会与他

人互动和分享，提升他们的社交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满足儿童的学习需求，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3.3提高儿童自主探究意识

幼儿园科学区是儿童接触科学知识和培养科学意识的重

要场所，而科学区的学习环境创设对于提高儿童的自主探究

意识至关重要。儿童视角下的科学区学习环境创设需要充分

考虑到儿童的发展特点和需求，通过创造富有趣味性和启发

性的环境，激发儿童的探索欲望和主动学习的热情。

首先，科学区的布置应当与儿童的年龄和认知发展水平

相匹配。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可以设置不同的学习区

域，如大型实验区、小组合作区和个人探索区。将科学知识

融入到游戏和互动中，以引起儿童的兴趣和好奇心。例如，

在实验区设置一些简单的实验装备和材料，让儿童亲自动手

进行实验，通过观察和实践来探索科学现象。其次，创造丰

富多样的科学资源和教具。科学区应当准备各类科学图书、

模型、实物展示和多媒体设备，为儿童提供丰富的信息和

资源。这样的环境可以激发儿童的探索欲望，让他们能够自

主选择合适的学习材料开展科学探究。此外，科学区还可以

设置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材料和工具，如水、土壤、磁铁等，

让儿童通过实际操作来感知和探索物质特性和自然现象。再

次，鼓励儿童的合作与交流。创设一个鼓励儿童合作参与的

学习环境对于提高儿童的自主探究意识尤为重要。在科学区

设立小组合作区，让儿童一起探索问题、讨论观点、分享经

验。通过交流和合作，不仅可以培养儿童的社交能力，还可

以促进他们的思维发展和问题解决能力。最后，教师应起到

引导和激励的作用。教师应当充分了解儿童在科学区学习中

的需求和困难，及时提供帮助和指导。同时，教师应当成为

儿童学习的榜样，积极参与到科学区的活动中，引导儿童探

索和思考。教师可以提出问题、给予反馈和鼓励，激发儿童

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这样的学习环境不仅能够提高儿童的

科学素养，还能够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为其

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

3.4加强儿童操作材料过程环节的互动性

儿童是幼儿园科学区学习环境中的主体，他们的互动性

在幼儿园科学区的学习环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强儿

童操作材料的过程环节的互动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创

设学习环境。

首先，提供多样化的材料和工具。在幼儿园科学区，为

儿童提供多种多样的材料和工具，可以激发他们的探索欲望

和创造力。比如，可以提供各种颜色、形状和质地的石头、

木块、纸张等材料，让儿童可以通过触摸、拼插等方式来探

索和操作。同时，还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工具，如放大镜、

实验器材等，让儿童可以进行简单的科学实验和观察。其

次，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在幼儿园科学区的学习环境中，

教师可以通过讲解故事、引导观察和提问等方式，激发儿童

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同时，还可以鼓励儿童之间的合作和

互助，让他们可以互相交流和分享自己的发现和想法。通过

这样的积极氛围，可以让儿童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科学学

习中。再次，注重儿童的参与和表达。在幼儿园科学区的学

习环境中，教师应该充分尊重和重视儿童的意见和表达。可以

通过小组讨论、座谈会等形式，让儿童有机会分享自己的观点

和经验。同时，教师可以鼓励儿童动手实践和尝试，提供适当

的支持和指导。通过这样的参与和表达，可以增强儿童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提高他们对科学学习的兴趣和探索能力。最后，

及时反馈和评价。在幼儿园科学区的学习环境中，及时的反

馈和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可以通过观察、记录和展示等

方式，及时反馈儿童的学习成果和进展。同时，还可以鼓励

儿童自我评价和互相评价，提供具体、积极和建设性的反

馈。这样可以增强儿童对自己学习的认可感和自信心，激发

他们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

4　结语

幼儿园的科学区学习环境创设对于儿童的成长和发展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相关教师应该注重凸显

儿童的主体参与地位，提升材料投放的科学性，提高儿童自

主探究意识，以及加强儿童操作材料过程环节的互动性。幼

儿园的科学区学习环境应该以儿童为中心，鼓励和支持他们

积极参与到科学活动中。通过设立互动性强的学习角色扮演

区、探索实验区等，给予儿童充分的表达和互动的机会，让

他们成为科学学习的主导者和决策者。在幼儿园的科学区，

不仅仅是投放大量的材料和工具，还应该注重选择合适的材

料和工具。通过考虑儿童的年龄、认知发展水平和兴趣特

点，提供与科学主题相关的材料，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思考

能力。这些途径的落实将有助于提高幼儿园科学学习环境的

质量，促进儿童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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