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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寻找蜗牛——探索蜗牛的居住环境
越来越多的孩子围着蜗牛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淼说：“小

蜗牛，它好可爱呀！”优优说：“小蜗牛，好孤单呀，我们
给他找一些好朋友吧？这样他就不孤单啦！”琪琪说：“蜗牛
好可怜，它的家在哪呢？”昕昕问：“它迷路了吗？”“我
们可以把这只小蜗牛养起来吗？”

1.1 问题提炼：哪里能找到蜗牛？
场景①：午餐过后，孩子们拿着放大镜在草地上、菜地

里、树枝上寻找蜗牛。找了十几分钟，孩子们一无所获，但
是，孩子们的兴致仍然
高涨，她们还在坚持。
又过了几分钟，小濮叫
了起来：“我找到蜗牛
啦！”孩子们蜂拥而
至，她们发现蜗牛都爬
到了墙壁上，有的用手
可以够到，有的则太
高，小濮请来了方老师
帮助抓蜗牛。不一会
儿，我们在墙壁上抓到
了十几只蜗牛。我问：

“为什么蜗牛爬到墙壁
上呢？”孩子们进行了
大胆的猜测。瀚瀚说：

“因为墙壁上凉快。”
嘉嘉说：“太阳出来
了 ， 蜗 牛 不 喜 欢 太
阳。”昕说：“蜗牛
爬到墙壁上休息”

场景②：优优在
种植园的一棵青菜上也
找到了一只蜗牛，优优
说：“蜗牛喜欢吃青菜，所以它正在找食物吃呢！”

场景③：晚上，芮芮和爸爸妈妈一起提着灯在小区的水池
边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了一只小蜗牛；周末，溢溢和奶奶在乡
下的菜地里抓来十几只大蜗牛；晨晨和妈妈在门口的小河沟里找
到了两只小蜗牛……

支持策略:教师通过支持孩子的兴趣、发动家长的力量帮助孩
子寻找蜗牛。在老师、家长的协助下，孩子们使用放大镜、电筒、
镊子等工具在墙壁上，小水沟、菜地等各个不同的地方成功找到
蜗牛。在实践探寻中，使得孩子初步感知蜗牛的生存环境，对进
一步探究蜗牛的生活习性产生兴趣。

1.2问题提炼：蜗牛居住在什么地方？
孩子分组帮助蜗牛找到了居住的“小家”。有的将矿

泉水瓶上半部分挖去，养在瓶中；有的在镂空的塑料酒盒最
下面铺一层土，将蜗牛养在其中；还有的直接将蜗牛养在了
金鱼盒内。

与孩子一起打开探究的新方式
——以班本活动《可爱的小蜗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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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户外活动结束，孩子回到教室洗手、喝水，惊奇地发现教室洗手池上来了一位“小客人”——蜗牛。孩子兴奋地说
“好小的蜗牛呀，蜗牛好可爱呦”“我好喜欢这只小蜗牛呀！”一只小小的蜗牛开始走进孩子的生活，孩子们的探索之门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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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孩子们通过自主阅读的形式了解到：蜗牛不喜
欢阳光，它们喜欢晚上出来活动。回到家，孩子们与父母一起上
网搜查，更是了解到原来蜗牛还分品种，它们有的住在湿地里，有
的住在水里，甚至还有的蜗牛住在深海的洞穴中。

场景分享：蜗牛换“新家”分析以上原因，孩子们共同
决定为蜗牛重新建立一个更舒服的“家”。

类别
材料 方法

居住效果观察
（一周时间）

原因分析
小组

第一组（溢
溢、小雨、
宸宸、淼淼
、恒恒）

矿泉水瓶1个
、菜叶若干、
喷壶一个。

将矿泉水瓶挖
去上半部分，
底层铺满菜

叶，在菜叶上
喷洒水珠，蜗
牛放在菜叶上

。

蜗牛喜欢吃菜
叶，但大部分
蜗牛会从瓶口
爬出来。

矿泉水瓶底部
是密封的，蜗
牛在下面无法
呼吸，所以喜
欢趴在瓶口。

第二组（葭
葭、优优、
晴晴、翰翰
、浩然、婧

婧）

镂空的塑料酒
盒1个（底部
有两个小洞）
。泥土。喷壶
、菜叶、盖子
（两边各一个

洞）。

在酒盒底部铺
一层湿土，放
上菜叶，撒几
滴水，蜗牛放
进去、盖子盖

起来。

蜗牛有得吃菜
叶；有的在盒
壁上爬行；有
的钻进湿土

里；经常大便
。蜗牛的大便
清理不方便，
比较拥挤。

蜗牛喜欢在湿
土、有空气流
动的地方生存
。酒盒的高度
高、宽度窄，
蜗牛活动空间
比较小，卫生
比较难清理。

第三组（芮
芮、歆童、
同同）

金鱼盒（封口
有一排竖条的
出风口）：菜

叶。

将蜗牛放进金
鱼盒内，铺上
几片菜叶。

蜗牛不见了。

金鱼盒盖上的
口太大，盒子
内太干燥，蜗
牛爬走了。

第四组（屹
屹、小宇、
小周）

饼干盒、菜叶
。

将蜗牛放进饼
干盒内，铺上

菜叶。

蜗牛缩在角
落，不怎么活
动，吃得比较

少。

饼干盒太干
燥，盒子内空
气比较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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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孩子们在科学区找了一个大的塑料盒，请方老师帮
塑料盒底部打了几个孔，在菜地里挖了一些土，拔了几颗菜，
将菜洗干净，并淋了一些水在盒子里。孩子找来钳子，将蜗牛
钳进新的盒子中，还用小花装饰了蜗牛的新家。第二天早上，
孩子们惊喜地发现，蜗牛都伸出了头，在盒子里爬行，有的在
吃树叶，有的在拉便便，有的爬到了盒子顶上，而菜叶也被吃
掉了很多。

支持策略：教师鼓励孩子以分组的形式、与同伴相互合
作、体验一起观察、探究的过程。支持孩子与同伴一起寻找材料，
共同建立蜗牛居住的“小窝”。在一周的时间内，关注、记录蜗牛
生存现象，寻找蜗牛是否能适应生存的原因，向他组学习对方比
较好的方式、方法。与此同时，鼓励孩子通过其他渠道了解蜗牛
的居住环境，孩子们在书本中、在电脑上、在实践中不知不觉地
找到了蜗牛适宜居住的环境共同为蜗牛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

“家”。
教师抓住孩子们关键性的问题，将孩子的无意注意转换为有

意注意，给孩子提供猜测、想象和验证的空间，鼓励孩子勇敢
迈出去，从而使得孩子们通过各种不同途径、不同方式对蜗牛
的居住环境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为蜗牛建立一个温馨、舒适
的“家”。 这个“家”承载着孩子们的爱心、希望以及憧憬。

2  认识蜗牛——引导幼儿从不能维度认识蜗牛
2.1 问题提炼：蜗牛长什么样？
当蜗牛住进教室，孩子们会抓住任何空余时间去看看小蜗

牛。为什么蜗牛有大的、有小的？蜗牛壳怎么不一样呀？为什
么这只蜗牛的身体是肉色，那只蜗牛的身体是黑色？通过近距离
接触，孩子们对认识蜗牛产生了极大兴趣。我们引导孩子通过
不同的渠道去认识这些蜗牛。

2.2 探究维度一：运用各种感官认识蜗牛
①运用眼睛观察:区域活动中，孩子们仔细观察蜗牛，发现

蜗牛有两个前触角和两个后触角，孩子们带着蜗牛在草地上活
动，发现蜗牛在爬行的过程会产生黏液，亮晶晶的，很好看。
②利用掌心接触:孩子将蜗牛放在掌心，感受蜗牛在手掌爬行过
程中的冰凉触感，以及蜗牛软软的身体，黏的黏液。

2.3 探究维度二：工具的使用
①巧用工具书：孩子们在阅读角发现两本与蜗牛有关的书

籍：《蜗牛的日记》、《花园里的秘密—蜗牛》。蜗牛是雌雄
共体，一个可以生一百多个宝宝；蜗牛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
物，蜗牛除了吃青菜还能吃其他的蔬菜和水果。蜗牛害怕蟾
蜍、鸡、蜈蚣、萤火虫幼虫等。

②放大镜观察：蜗牛的个头比较小，有的细小部分孩子们
采取用放大镜来观察。在放大镜下，孩子们发现：蜗牛的眼睛
长在触角上；蜗牛的贝壳螺旋的方向不一样，有的往左边转，
有的则往右边转

③电脑查询：在家里，父母陪伴孩子在电脑、手机、iPad
等电子设备中查询到许多知识条。如：蜗牛的牙齿长在舌头上，叫
做‘齿舌’；有的蜗牛有毒，有的蜗牛可以做成美食等。

2.4探究维度三：与蜗牛亲密接触
场景①：带着蜗牛去散步
中午到了，孩子们问：“老师，我们可以带蜗牛去散步吗？”

我说：“可以。”孩子们很开心。我找了一个阴凉的地方，将
孩子们分组，2-3 人带一两只蜗牛散步。要求：“要保护蜗牛，
别踩到蜗牛。”孩子们领到蜗牛，看着蜗牛在草地上行动。孩
子们开心地议论：“我看到蜗牛转弯啦，它用脖子转一下就转
弯啦！”“我的蜗牛也在爬，它在找它的好朋友。”“我得蜗
牛走路的时候会吐泡泡，它走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条白白的、长
长的泡沫。”“我的蜗牛它的触角是黑色的”“我要给我的蜗
牛起一个名字，它的大名叫佳佳，小名叫欢欢……”孩子们在
带蜗牛散步的过程中显得很专注。

利用餐后时间，孩子们将蜗牛带到草地上散步，分成小

组。有的给蜗牛起名字；有的与蜗牛对话；还有的把蜗牛围起
来保护蜗牛。孩子们发现：有的蜗牛聚集一起；有的蜗牛在爬
行的过程中会转弯；还有的蜗牛喜欢窝在壳里睡大觉。

场景②：周末与蜗牛相约
葭说：“老师，我好想把蜗牛带回家呀！”“我想在家里

陪蜗牛玩一玩，我还想把蜗牛介绍给我的好朋友。”老师：
“好呀！”老师在教室里门口挂了一张“蜗牛有约”预约单，
家长和孩子一起留下时间和名字，孩子们有序领养蜗牛。在家
里，孩子们会给蜗牛喷水、喂蜗牛吃菜叶，带蜗牛玩耍，还
画了一幅幅蜗牛日记。

支持策略：教师引导幼儿从三个不同维度：各种感官方
式、工具的使用以及与蜗牛的亲密接触中获得认知。其中，

“蜗牛有约”这个活动更是给了孩子与蜗牛独处的空间，与蜗
牛亲密接触机会，也培养了孩子们的责任意识。从孩子画的一
份份蜗牛日记中，发现孩子对蜗牛有了科学的认知，再也不像
不会把蜗牛的眼睛画在头上，帮蜗牛画脚等。

3  喂养蜗牛——通过实验操作了解蜗牛的饮食习惯
问题提炼：蜗牛吃什么？
孩子们每天都给蜗牛喂青菜。我问：“如果让你每天吃一

种菜，你们喜欢吃吗？”优优说：“这样会吃腻了的。”“那
蜗牛除了吃青菜，它还吃什么？”葭说：“我知道，我在绘
本里看见了，蜗牛除了吃青菜，它还喜欢吃胡萝卜、苹果、莴
笋叶子”“那我们回家给我蜗牛准备一些不同地吃的，看看蜗
牛到底吃不吃呢！”孩子们自发地从家里带来了西红柿、苹
果、橘子、大白菜等食物饲养蜗牛。和孩子讨论后，我们决
定每天喂蜗牛吃不同的食物，观察蜗牛的变化。

支持策略：教师通过问题引领的方式，把问题抛给孩子，
孩子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探究真知，将探究结果记录下来，引
导孩子学会用事实说话。

4  协助蜗牛——大胆猜想，勇敢表达
问题提炼：蜗牛怎样过冬？
12 月 7 日，我们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而小蜗牛也

悄悄地钻进壳内，用黏液堵住了封口？而“小蜗牛怎么了？”
再次成为孩子们议论的话题。有的小朋友说：“小蜗牛睡着
了。”有的孩子说“小蜗牛太冷了，缩进壳内保温。”还有
的孩子说：“蜗牛要钻进壳内冬眠，到明年夏天才能出来。”
那我们可以为蜗牛做些什么，帮助蜗牛顺利度过这个冬天呢？孩
子进行大胆猜想。优优说：“我们可以用棉花把蜗牛裹起来”
杰杰说：我们可以把蜗牛放进纸箱，用一个暖暖的灯照在蜗牛
身上，蜗牛就不怕冷了”葭说：“妈妈说泡沫盒可以保温，我
们可以在泡沫盒里垫一些土、铺一层叶子，这样蜗牛就不怕冷
了，它饿的时候还能吃叶子。”

涵涵说：“我们可以用菜叶把蜗牛抱起来，放进树洞里，
在树洞上做个标记，夏天的时候再把它出来。”孩子们想出很
多办法，他们又开始忙碌起来，开启新一轮的探索

5  反思与学习——打开探究新方式
伴随孩子饲养蜗牛的过程，我们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打开探究

的新方式。教师追随孩子的兴趣；关注孩子的问题；给予孩子充分
的材料；鼓励孩子勇敢探索；记录孩子当下的学习经验，不知不觉，
孩子们在观察探索、思考猜想、调查验证，收集信息、得出结论、
合作交流中学会了以科学方式照顾蜗牛，体验动物与人之间的亲密
关系，学会用正确的科学方式实践探索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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