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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教育方式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老师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引导
中，通过提问、观察、动手中和同伴进行一些讨论，独立的
进行探究，鼓励幼儿大胆尝试，能取得成功，并体验到成功的
愉悦，激发他们对解决问题的主动性。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生活即教育，是生活
便是教育。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对于幼儿来说，在幼儿
园中的一日生活皆课程，处处充满了教育的契机。公园里、广场上、
小区内，总会看到孩子们追着从泡泡机里吹出来的泡泡赶来赶去快
乐至及，而在吹泡泡的游戏中，孩子们快乐无比。

疫情期间，宸宸对泡泡机的兴趣始终不减，每当周末爸爸妈
妈休息时，他都会让爸爸妈妈陪着他一起玩泡泡机。一次次的户
外活动中，泡泡给宸宸带来了无数的欢声笑语。而这一次却比较
特殊，宸宸有点失落了，因为泡泡机里的泡泡水没有了，泡泡吹
不出来了！“怎么办呢？”“我们加点水吧！”“自来水不行的
啊！”他想到了很多能够吹出泡泡的可能性......于是，结合小
班主题《好玩的水》产生了此次小班亲子STEM项目《自制泡泡水》。

第一阶段：提出问题
“爸爸，家里的泡泡水都用光了，我还想吹泡泡，怎么

办？”我们可以做泡泡水吗？宸宸和爸爸制作泡泡水的工程就这
样启动了。泡泡水用完了，可是要用什么来做泡泡水呀？怎么制
作泡泡水？宸宸提出了疑问。

于是他和爸爸开展了一个关于用什么制作泡泡水的讨论会。
爸爸说：“泡泡水是用什么来做呢？想一想，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会
有泡泡？”“洗手的时候有泡泡”真棒！那么，泡泡从哪里来呢？
宸宸说：“洗洁精洗洁精可以做泡泡水。”“用肥皂洗手的时候会有
很多泡泡，我觉得肥皂可以。”“洗手液不是泡泡很多吗，洗手液
也可以吧。”“洗澡用了沐浴露，也有很多的泡泡，沐浴露也可以。”

“宸宸又说：“还要加点水，搅拌一下。”
宸宸想到了用一个圆柱体的塑料玩具当吹泡泡的工具、用筷

子当成搅拌棒来搅拌一下泡泡水。他还从家里找来了洗手液、洗
洁精、洗衣液等，通过他的努力、爸爸的支持与配合，制作泡泡
水的材料收集成功啦。

我的思考：
1、对于想用什么材料来做泡泡水这个问题，宸宸能够联

系自身的生活经验迸发了许多想法。老师要支持孩子的想法，支
持孩子的尝试。2、收集材料的过程与方法对孩子来说也是一次挑
战，不同的材料通过不同的方法取得。这是老师需要给孩子们点
赞的。3、幼儿材料的成功收集也要感谢家长的配合，家园一致，
共建成长。

第二阶段：查找资料，尝试自制泡泡水
宸宸准备制作泡泡水啦！他和爸爸在电脑上搜索了制作泡泡

水的资料并将自己收集来的洗洁精等轻轻的倒进杯子里，然后用
筷子进行搅拌，他已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试了。爸爸问“怎么样。
泡泡吹出来了吗？”宸宸说没有。“洗洁精太少了吧，我们再加一
点吧！”于是又倒了一些洗洁精进去，他又开始吹了，泡泡依旧
没有吹出来。

我的思考：
第一次尝试中，宸宸在调制过程中的专注与小心翼翼倒入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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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行为表现，可见孩子对于制作泡泡水这一项小任务是非常投
入与重视的。

泡泡没有吹出来，孩子们会提问自己的想法并积极实践再次
验证，而不是直接下结论，这样的探究品质值得肯定。

第三阶段：失败后的再尝试
第一次尝试未成功后，宸宸和爸爸又进行了第二次的思考。

泡泡水怎么做？吹出来会更大不容易破呢？最后得出结论：原来，
还要在泡泡水里加上糖和甘油。这样，吹出来的泡泡才不会爆掉
呢！于是，他们第二次制作泡泡水开始啦。加甘油、加白糖。这
次，自制的泡泡水成功啦！

我的思考：
在解决泡泡老是爆掉不成功的问题时，孩子能借助网络，积

极尝试解决问题，这是一大闪光点。
在与爸爸共同制作泡泡水的过程中，孩子能够大胆表达自己

的想法，有了初步的探索意识。
项目成效：
首先要为宸宸大胆的想法点赞：自己来做泡泡水。其次是为

孩子能够结合实际积极思考，提出自己的疑问，更重要的是能够
开动脑筋来解决问题，这样的学习态度点赞。孩子在制作泡泡水
的过程中展现了亲历体验；反复试验；亲子共建等多种学习方式。
在制作泡泡水的项目任务中，孩子不断尝试探索。幼儿联系生活
经验，能够大胆猜测、灵活应变、积极思考、专注实践等各方面
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①运用已有经验，收获新经验。“二期”的精神引领着我们要
“以幼儿发展为本”核心，使得我们由过去的以教师为中心，转变
为以幼儿为中心。制作泡泡水的项目来源于孩子，孩子结合自己
已有的关于吹泡泡以及泡泡水的生活经验，大胆的提出了自己的
猜想。在猜测后的实践验证中，家长作为项目的支持者，再一次
次的改进、修改后得到提升。②运用工程思维，解决实践中的问
题。思考、计划、行动、反思、再实践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
本活动中宸宸在实践操作过程中遇到问题后反思再实践，直至产
生愉悦的体验。在一次次的尝试中，孩子们尝试着像“工程师”一
样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③家园配合，支持孩子发展。
孩子制作泡泡水的项目工程得以顺利开展，少不了家长的功劳。
孩子向家长们告知了自己想要做泡泡水，家长对孩子的这一大胆
想法给予了肯定与支持。从前期的收集材料、爸爸和宸宸在家里
一起制作泡泡水、咨询老师各种建议等，有了家长的大力支持，孩
子才能在其中收获颇丰。

STEM教育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其实却近在咫尺。走进生活，
就会走近STEM，因为生活中处处都有STEM。作为教师，要了解STEM
教育的意义和目标、把STEM推广给家长、把握生活中STEM的教育
契机、提供幼儿解决问题的机会和适宜的发展支架、关注幼儿在
过程中核心素养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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