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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告诉我们：科学探究活动是儿童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儿童真正的探究始于对问

题答案的追寻，这一追寻实际上是对感兴趣的问题用直

接感知、亲身体验和实际操作寻求答案的过程。因此，

找到“适宜的探究问题”，即让儿童真正感兴趣且能够通

过探究找到答案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如何让

“问题进行曲”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有效奏响呢？可从科

学探究活动的“问题三部曲”着手。1

一、问题进行曲前奏一运用质疑抓住生成

儿童是好奇好问的，这是儿童的天性，他们有着强

烈的求知欲，但这种求知的火花如果缺少了成人的关注

与引导，往往一闪即灭。因此，教师要及时抓住来自儿

童生成的问题，判断孩子的问题是否有价值，把握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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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有价值的问题，以此引发儿童的思考，从而推动

活动的深入开展。

（一）学会倾听

当儿童提出问题相互讨论时，教师要静下心来仔细

听他们的对话，做一些记录，捕捉有价值的问题。如案

例“蚯蚓”：

那是 4 月的一天，刚下过雨，春的气息已经很浓了，

在户外活动的孩子突然发现，草地上多了许多像大便一

样一堆一堆的东西。

教师故作好奇地问：“这是什么 ?”

“是蚯蚓的大便吧。”

“是蚯蚓的洞。”

“不，我知道是它松出来的土。”

“那以前怎么没有呢？”

“蚯 蚓 的 家 在 哪 里， 它 们 在 泥 土 里 怎 么 呼 吸

呢？……”

于是，孩子们对蚯蚓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自发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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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地讨论着，并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此时，面对孩子们

你一句、我一句，无论对错的回答，教师都应该耐心倾

听，鼓励孩子的好奇好问，调动他们探索动物生活习性

的积极性。

（二）学会观察

不是所有的儿童都善于用语言表达，也并不是所有

的问题都能从语言中听出，有时从儿童的动作、神情等

也能发现有价值的问题。因此，教师在把握儿童的问题

时，有时可以专注的倾听，有时也可以主动的询问。如

案例“草莓的什么部位可以发芽呢”：

一天下午，孩子们在生活室用香蕉、草莓、猕猴桃

等做水果色拉，色泽诱人。在切的过程中，孩子们比较着

每种水果的形状、颜色、软硬和水果里面的样子。忽然有

孩子问：“老师，香蕉、草莓、猕猴桃这些水果里面都没

有核，那它们的种子在哪里？它们是怎么长出来的？”

教师听了，反问孩子们：“是呀，它们的种子在哪里

呢？”

有的说：“草莓就是种子。”

有的说：“叶子是种子。”

还有的说：“上面黑黑的一粒粒的是种子。”

……

看到孩子们争论不休，教师就建议孩子们带几个草

莓回到班级，在自然角选用草莓的不同部位种在泥土里

试一试，看看哪个会发芽。这一提议得到了孩子们的热

情响应。大家在实验前把各自的猜测画下来并进行投票，

然后每天来观察照顾自己的草莓“种子”，期待它的变

化。同时，教师也和孩子们一道观察，并在观察中继续

询问孩子们用不同方式种植的草莓有什么变化，发现问

题及时解答，使孩子们对种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增强

了孩子们观察和动手能力。

（三）价值判断

只有找到有价值的问题，才能找到推动活动发展的

契机。探究的“问题”是否对儿童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是否是大部分孩子的需要与兴趣、是否符合孩示现有的

经验水平、是否有探究的价值与空间条件等，这些都是

教师价值判断的依据。在“蚯蚓”的案例中，教师发现

春天的雨季是蚯蚂活动的季节，蚯蚓对孩子来说就在身

边，虽然有些陌生，但是他们感兴趣；大班主题《动物

大世界》——“特殊的本领”中正好也有关于“蚯蚓”

的内容。因此，引发儿童关注、探索身边的动物，了解

蚯蚓的生活习性、本领和人类的关系是本活动的教育目

标，抓住儿童生成的问题，对动物的探究活动顺势展开。

二、问题进行曲主旋律——运用质疑推进探究

当孩子产生无意识的探索行为时，教师应该鼓励孩

子在活动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继而进行探索、解决

问题。教学中，如果我们做一个有心人，就会发现孩子

生成的许多问题，往往反映了孩子的兴趣需要。教师可

以从中捕捉有价值的信息，抓住契机，进行教育。如何

使儿童在科学活动中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并且乐

意不断探索和发现呢？在指导过程中，对孩子们遇到的

问题，什么时候需要教师问理由、什么时候需要教师说

发现，时机很难把握。因此，为了把问题问到点子上，

教师们借用质疑推进探究，用“为什么”来推进“问题

进行曲”的演奏。

（一）不随意提问

教师们都渴望能更多地了解孩子的思维过程，掌握

更多的反馈信息，推动孩子更进一步与材料互动，因此

会出现频繁给出问题的现象。教师满心以为自己的问题

会引发孩子的思考，会启发不同想法的碰撞，会启发孩

子产生新的探索方法。然而，超出孩子认知水平或者是

不适合的问题，往往会成为孩子与材料互动的最大杀伤

武器，因此，教师的问题提出前要认真思考，千万不能

随意提问，同时还要遵循孩子的已有认知水平和经验，

选择适合孩子年龄特点和探索兴趣的活动进行匹配，这

样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否则会适得其反。

例如，当孩子们正在“动物园”给不同的动物分家

家时，心急的教师想让孩子们能够探索更多有关动物的

不同习性和特征，于是就开始和孩子互动：“为什么它们

都有黑白花纹呢？”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却让孩子一下子

懵住了，孩子们无法回答出其中的科学道理。当中班的

孩子在七巧板的个别化活动中，用不同的拼板拼出不同

的机器人时，教师问：“为什么用三角形拼头、用方形拼

脚？”孩子回答不出自己对这两种图形选择的真正理由，

只是觉得像罢了。所以，教师要想检验“为什么”问得

合不合理，不妨先站在孩子们的角度上自问自答一下，

体会到孩子们发懵的原因，然后循序渐进的引导，找出

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问题得以顺利的解决。

（二）定位清晰

常用的问题语句“为什么”，其实在过程中是无法单

独呈现的。它要么在提问之前有铺垫，要么在提问之后

有补充，这个“为什么”必须指向明确，才能对孩子的

思考起到指明方向的作用。教师想要借助“为什么”来

进一步推进探究过程时，务必要定位清晰，明确什么时

候指向发现过程，什么时候指向理由阐述，否则孩子就

会在互动中模棱两可，难以回答到点子上。

在“饮料变变变”的材料互动中，教师一开始出

示了一颗紫甘蓝，提问：“紫甘蓝里有水吗？为什么有

水？”这个问题的指向是理由阐述，孩子们在回答时难

以聚焦，因为他们很难明白“水”和“紫甘蓝”之间的

关系，因此这个问题难以引发孩子们进一步的操作与验

证。教师不妨在此基础上换一种问法：“紫甘蓝里为什么

有水，有什么办法能知道吗？”这下孩子们就有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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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会寻找各种工具，尝试各种方法，让紫甘蓝变

出水来，这份材料的互动自然会丰富生动了。

从这个例子中不难发现，如果教师只是单纯地借

助“为什么”提问，则很难达成教师引导的目的，因为

“为什么”更多指向一种原因的阐述，而孩子的年龄特

点决定他们比较擅长现象的直观描述和操作，在挖掘现

象的累积比较和操作感知中，才能让原因慢慢浮出水面，

因此当教师的“为什么”让孩子不知道怎么去操作摆弄

材料时，我们不妨尝试着补充提问，让问题更聚焦，让

“为什么”的提问，定位更清晰，孩子们的操作目的更

明确。

（三）架设台阶

孩子的天性是好问好奇，如何巧妙利用天性，充分

调动他们对科学探究的兴趣和热情呢？天马行空的问题

因为高于儿童的生活经验，生命力不会短暂，但是孤立

无援的状态会把儿童的探索热情消磨殆尽，儿童会随着

问题不断累积而退却。因此，每一个问题前后都要给孩

子架设好台阶，这样孩子才能顺着教师架设的云梯一步

一步攀登。这样的台阶有可能是语言上的鼓励和认可，

有可能是行为上的帮助，有可能是材料上的支持。总之，

抛出问题之后教师是忙碌的，有梯度的问题让教师忙着

观察孩子的思维方向，忙着观察孩子的探索过程，忙着

给孩子及时助上一臂之力，这些台阶的架设是孩子科学

探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助推器与动力。

三、问题进行曲变奏——运用质疑焕发生机

质疑可能是科学活动的精髓。它的合理运用和得当

处理，不仅能更好地引发儿童的猜测、激发儿童的操作、

推动探究的兴趣，更能让儿童在问题的不断深入解决中

找到更多的方法，积紧更多的经验，体验更多的乐趣，

这才是科学活动要带给儿童的真正意义和内涵。因此，

妙用质疑会让科学活动焕发勃勃生机。

（一）激发想知

《指南》在科学探究的实施中提到要鼓励儿童进行猜

想和假设，并说明理由，那么猜想和假设的窗口就是教

师的提问了。在猜想中，孩子会天马行空地摆出自己的

观点，在面对教师的问题时，他们会结合自己的实践操

作去验证观点，进入过程探究，把自己的“想知”一步

步解密。这个过程中的分析、预想、设计解决才是探究

的重要环节，而教师提出的能激发孩子们“想知”的问

题就能成为一把激发儿童真正动脑、深入思考、解决问

题的金钥匙。

在“气球飞起来”个别化材料互动活动中，教师出

示了一个气球并提出疑问：“如果身体不碰气球，怎样让

气球动？为什么气球会动？”随着教师问题情境的抛出，

孩子们的观察重点被带到“让气球动起来”的挑战中。

他们使出浑身解术，用嘴吹，用手扇，用衣服边扇，用

身体来回跑动等多种方法尝试让气球动起来。在探索过

程中，在感受气球动起来的成功体验中，一个问题就能

让他们开始观察、比较自己和同伴使用的方法，最终找

到所有方法的共性特点——风。因此，教师抛出一个合

适的问题，就能更有针对地帮助孩子达成想知，找到解

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二）延伸未知

《指南》还提出：“鼓励幼儿在生活中进行多样化的

科学活动”。幼儿园的一日活动只是孩子发现世界、探

索世界的一个角落，那么能让幼儿园和家庭、社会形成

合力的探索是否也可以借助问题来实现呢？通过一个科

学现象的拓展和延伸，是否能挖掘出更多孩子的未知领

域呢？

在每一个尽可能的有机渗透中，教师都特意留给孩

子更多思考和操作的空间：为什么一样的洞口、一样的

气球、一样的扇子，可是气球飞起来的高度却不一样？

为什么同样剂量的紫甘蓝，加入不同的饮料，有的变出

来的颜色蓝，有的红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探

究活动有了延续，有了拓展，我们的科学活动不仅可以

在教室里，在户外，甚至还扩展到了每一个家庭，以此

引发儿童更持久、更广泛的探索兴趣与积极性。所以，

教师应尽可能的借助多元化手段来延伸儿童的未知领域，

引发儿童探索未知的好奇与兴趣。

儿童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探索在最初阶段多

为不经意的探索行为。在探索的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在

“质疑”基础上提供富有“挑战性”的探索平台，与孩

子有意识地进行互动交流、引导生发，那么孩子探索的

火花可能会更持久。所以，教育的作用就是如何使儿童

的无意行为逐步转变成有意行为，使他们的探索兴趣更

深入、更持久，在不断提高探索意识、培养探索精神的

过程中，为儿童探索能力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

运用“问题”三部曲能有效推动科学探究活动，唤起儿

童的学习兴趣，激起儿童与儿童之间、儿童与材料及环

境之间有意义的互动，更能帮助儿童引申出进一步探究

的问题，以此有效地支持和推动儿童的深入学习和探究，

让儿童在浓浓的学习氛围中、坚持不懈的探索情境中健

康快乐地成长！

参考文献：

[1] 李季湄 . 冯晓霞主编 .《3— 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解读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2] 黄琼，蔡蓓瑛主编 . 幼儿园探索型主题活动案例

100 例 [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 林文婷 . 浅谈幼儿科学探究活动中教师的提问策

略 [J]. 新课程（下），20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