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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与探究中引发幼儿的深度学习
—以小班科学探究“豆豆成长记”为例

贾　蕊

北京师范大学庆阳实验学校幼儿园，中国·甘肃　庆阳　745000

【摘　要】环境生成课程，课程来源于生活。本文以生活中常见的豆豆为契机，依据幼儿生活经验及春天播种的节气

特征，由幼儿自发或教师引发的以科学领域为主，多个领域共同参与并围绕“豆豆成长历程”进行了一系列生成性探究活

动。教师支持幼儿通过环境与工具的互动，整合其已有经验，在反思与重构中促进幼儿的高阶认知发展，提升幼儿生成性

探究活动的有效性、深入性。让幼儿在实践探究活动中主动思考、发现问题、积极解决问题，引导幼儿逐渐深入学习，使

小班幼儿在观察与操作中不断生成新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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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缘起

在春播节活动中，孩子们了解了春天是播种的开始，为

了让幼儿主动探知植物的生长过程，了解生命的奥秘，体

会大自然生机盎然的乐趣，小二班在教师的提倡下，依据

小班的年龄特点选择了直观性强、周期短、重复性高的“

水培豆豆”活动。第一次的“水培豆豆”在小朋友的关注

下长出了一点小尾巴，但经历了一个周末后，小朋友们发

现豆豆变干、变臭了，有的小朋友说豆豆是不是死了？我

们可能吃不到豆芽菜了，因此，他们对于豆豆的成长还是

产生了很大的内驱力。

2  提出问题，引发思考

春播节教师去超市买了一些豆豆后与小朋友一起培育，

一周后通过仔细观察，他们发现了一些现象:

小辉：“为什么豆豆会变干呢？”

大多数人：“没浇水呀，所以豆豆干了。”

本本：“教室里的暖气太热了，把豆豆烤干了。”

教师:观察豆豆，你还发现了什么？

沐沐：豆豆好臭呀！

汤圆：好多豆豆没有发芽。

丸子：老师，你看这个豆豆变黑了。

知言：豆豆摸起来黏黏的。

萱萱:这个豆豆发芽了，长的很长。

棋棋：你们看，豆豆发出的芽是绿色的。

但是媛媛和乐迪小朋友一直在问老师：“为什么豆豆闻

起来会臭臭的？好难闻，我们的豆豆会不会长大呢？”

教师的思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师上网查阅了相关

资料，了解了关于水培豆豆的相关信息，发现超市买的豆

豆很难发芽，而且水培豆豆最好有专业的工具和种子。紧

接着，老师和小朋友进行了谈话活动，发现他们知道一些

生活中常见的豆豆名称、颜色，对于水培豆豆的知识和经

验准备很少，而且他们想知道这个豆豆还会不会长大？除

此之外，赵介然小朋友说：“他们是不是死了？”因此，

大家围绕“豆豆成长记”展开了一项调查与研究。从发现

问题、搜集资料、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师幼共同梳理

了“豆豆成长记”的预设活动。

3  深入探究

3.1 调查研究，确定内容

超市的豆豆水培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在哪里才能找到优

质的豆豆种子？需要使用怎样的工具才更有效果呢？小朋

友们回家后和父母进行调查研究。

在调查了水培成功的豆豆种子、培育豆豆的专业工具

后，激发了幼儿想进行“水培”的想法。我们选则哪种

豆豆进行水培？他们说的比较多，基本都想要尝试，为

此我们进行了讨论与投票。最终选择票数最多的豌豆展

开实验。

3.2 多方参与，支持探究

我们的课程在进行每一阶段的时候，都会以文章的方式

向家长推送学习内容，有的家长认为有意义的活动内容就

会在家里与幼儿一起讨论或实践。例如：教师购买的豌豆

及水培豆豆的工具回来后。怎样才能正确地使用工具进行

水培呢？李雨钦小朋友站起来大声说：“先将豆豆倒进白

色盘子里面，把绿色盘子放在下面，再倒些水，最后把纸

放在上面就好了。”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李雨钦的

奶奶已经买回了种子，并和他一起培育成功了。在这个过

程中，教师并没有立刻进行水培，而是邀请李雨钦的家长

作为专家来到教室，进行一次现场的讲解与培育。让小朋

友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水培豆豆的步骤、知道后期养育豆豆

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出，家长很看重这次参与幼儿成长的

机会，幼儿对家长的到来也很热情，而教师作为辅助人员

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了很多。

在经历第一次水培豆豆的失败后，教师和小朋友在星

期五就开始考虑周末豆豆应该怎么办？而大多数小朋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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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带回家，教师开始作为联络员拨通了2个小朋友家长的电

话，让小朋友把带豆豆回家的事情与家长说清楚，征得同

意后周末带回家养豆豆。

3.3 观察与测量，掌握生长特征

每个阶段的探究活动由幼儿引发话题的讨论，豆豆作

为探究活动的载体，为生成性活动提供了条件。而教师作

为观察者和引导者，将幼儿感兴趣的内容指向更深层次的

学习。例如：小朋友们发现豆豆长出了小尾巴，一会儿就

由很多人围在一起观察讨论。有的小朋友说：“豆豆长出

了白色的小尾巴，尾巴好多呀！”有的说：“这次的豆豆

应该会长大吧。”老师作为观察者，在旁边记录了幼儿的

话题。并引导幼儿将自己看到的豆豆用表征画的形式记录

下来。

每一天豆豆的成长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慢慢的豆豆的白

色根越长越长，绿色的小芽也生长出来了。教师引导幼儿

想办法测量豆豆的根，注意观察新长出来的小芽有什么特

征？乐迪用自己侧手指进行了测量并记录了下来，沐沐找

到了筷子去测量，媛媛说：“需要尺子量一量，她姐姐就

有”。小朋友的测量方法逐渐越来越多，而且他们会在测

量后及时的将豆豆现在的状态及测量的方法用表征画的形

式记录下来。在后期，小朋友们发现豆豆的身体被分为两

部分，上面长出了高高的绿色的豆苗，下面是盘在一起的

白色根须。豆苗长出了叶子和根茎，接着测量豆苗的高度

成了小朋友感兴趣的事情。教师将叶子的形状、数量和叶

子的密度也引入了观察的范围，豆苗的成长阶段也在小朋

友的观察与记录中逐渐完善了。

3.4 豆苗研讨，探究作用

豆苗生长的过程探究不断引发幼儿新的学习与发展，

在掌握豆苗的基本特征时，有的幼儿提出了自己的已有经

验，从而推动我们课程学习的深入研究。例如，本本小朋

友在早上来的时候说：“昨天晚上我和妈妈在手机上看

到，这个豆苗是可以做成饭菜吃的。”这个话题引起了旁

边小朋友和教师的兴趣，这个豆苗真的可以吃吗？怎样才

能更好吃？于是，我们进行了研讨：“豆苗的营养价值是

什么？豆苗是生吃还是煮熟了吃？”“豆苗可以和什么菜

搭配，又和什么菜不能放在一起吃？”

经过提炼，我们将以上三个问题作为重点进行了探究，

发现豌豆苗的营养丰富，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胡

萝卜素等。具有清热败火、预防便秘、保护肝目的重要作

用。同时我们知道豌豆苗可以和鸡蛋、五花肉、猪肝等炒

着吃是一道不错的美味佳肴，但是一定不能和菠菜一起食

用，可能会影响钙的吸收，也不可以和羊肉一起食用，可

能会诱发黄疸和脚气。最后，教师提议将教室里面培育的

豆苗平均分给幼儿，带回家和父母再研究一下新菜品。至

此，豆苗也陆续进入到了每个家庭的饭桌上，作为不同的

菜品点缀。晚上幼儿和父母还进行了有关豆苗作用的再次

学习。

3.5 家庭合作，再次探究

问题不断地生成，探究也在持续发生。教室里被收割的

豆苗是否会重新长高？水培豆苗和土培豆苗的研究也陆续

出现在家庭研讨和幼儿园的学习中。因此，教室的豆苗观

察还在继续，家长也和小朋友一起进行了不同种类水培、

土培豆豆的养育和观察。在亲子合作中，形成了新的创

新—“豆豆成长日记”。几周的持续跟踪后，土培豆豆也

有了新的发现，教师将土培豆豆做的很好的家长作为专家

请到幼儿园给我们讲解土培豆豆的步骤及养育方法，同时

也对两种培育方式进行对比。

4   问题驱动助推幼儿深度学习的成效

4.1 问题驱动下的创造性实践。

深度学习发生在幼儿真实的问题情境中，这个问题会作

为整个活动的驱动力而推动实践的深度进行。本班幼儿开

展的“豆豆如何成长”这个问题贯穿整个活动并进行创造

性实践。

4.2 保证探索时间，关注生成性问题。

深度学习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可以结合亲子任务等方

式，让幼儿有更多的探索时间和前期经验的准备，如此

在后面的“儿童会议”中更关注生成性问题，与幼儿进

行新问题的探究与持续发展。本班的豆豆成长中，关于

偶发性的教育契机，以及过程性故事等都是在活动中生

成的课程。

4.3 多元参与，在合作共享中促进课程发展。

在深度学习课程的持续探究中，我们需要注重家园社等

多元合作，在合作共享的探究中能拓展幼儿的视野、开阔

见识、增强社会性发展。从而促使幼儿的高阶思维及解决

问题的关键能力得到了发展。

总之，教师要具有发现和推动课程的意识和能力。生活

中蕴含着许多的学习机会，教师要有敏锐的意识，充分利

用好每一次机会。要仔细观察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给予

必要的支持，激发幼儿在活动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样

幼儿才能获得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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