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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课程游戏化第二步支架的支架 2 提出：根据

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丰富幼儿园的课程资源；现代教育

之父泰勒，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在其代表著作《课程与

教学的基本原理》多次论及课程资源，强调各方面资源

的利用。幼儿园课程资源的种类很多，绘本资源只是其

中的一种。作为一种幼儿喜欢的读物，绘本不仅有着优

美的、孩子能够理解的画面，而且还蕴涵着丰富的教育

元素和深厚的科学道理，近年来，绘本在幼儿园的运用

已经越来越广泛。1

幼儿园的科学活动是幼儿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自

身的活动，对周围世界进行感知、操作、发现问题并寻

求答案的探索过程。《纲要》明确指出：“科学教育应密

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利用身边的事物和具体现象，

作为科学探索的内容、对象”。绘本在幼儿的生活中，可

以说是随处可见，更是幼儿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的、喜

欢的一种读本。在与绘本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可

以多角度地以儿童立场、教育视野挖掘和关注绘本的价

值、绘本与幼儿经验的对接、绘本内容的多元体验等，

而在很多的绘本中，还可以生发出幼儿感兴趣的科学活

动，借助于绘本开展科学活动，不仅凸显科学知识，更

能够促进幼儿科学能力和科学素养的提高。

一、选择合适的绘本，挖掘潜在的科学探究资源

怎样的绘本是幼儿感兴趣的？怎样的绘本又是有着

可以挖掘的科学元素的？这是基于绘本，生发科学探究

活动的关键所在。

（一）关注绘本的内容

首先，在绘本的故事内容中，是否带有科学性？只

有本身具有一定科学元素的绘本，或者从内容中可以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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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一定科学元素的绘本，才能激发幼儿进行探究的兴

趣和愿望。所以，绘本的故事内容要带有一定的可探究

的点，把抽象的科学概念巧妙地融入到了有趣的故事情

境中。

《植物的叶子》是一本偏科普类的绘本，书中介绍了

不同叶子的特征，孩子们在阅读中感受了叶子的多样和

奇妙。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孩子们并未满足，完全可以

生发出了更多与叶子相关的系列活动：孩子们可以通过

前期收集相关资料、进行调查和记录，开展关于叶子的

谈话，了解更多的叶子类型及叶子的组成部分；可以尝

试做小实验，了解叶子的趋光性、叶子的蒸腾现象和光

合作用等；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漂亮的叶脉书签，并且在

制作过程中进一步了解叶脉的脉络。这样拓展和延伸出

来的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对植物的叶子有了更深层次的

了解。

在《彩虹的阅读》这一绘本中，彩虹这一自然现象，

其实就蕴藏着孩子可以去深入挖掘的科学探究点，所以

在孩子们阅读过这一绘本故事后，关于彩虹，展开了后

续的探究：彩虹的颜色、彩虹的形成与阳光和水的关系，

色彩的攀爬……孩子们在活动中大胆猜测，并通过实验

来验证。

（二）关注绘本与生活的关系

科学教育应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所以，在绘

本中呈现出来的可以进一步进行科学探索的内容，应该

是孩子所熟悉的、在生活中随时可见的，这样，孩子才

能基于绘本故事，演绎出生动的科学活动。例如：中班

孩子们在接触到绘本《我的小影子》时，对影子表现出

了极大的兴趣：为什么影子是黑色的？为什么影子会随

着小朋友一起跑？为什么影子会变化？而影子在孩子的

生活中是他们所熟悉的，于是，结合孩子的生活经历，

开始探索影子。他们好奇地玩找影子、踩影子、影子捉

挖掘绘本资源，生发科学探究新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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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藏等游戏；他们开始探索影子大小和光源、物体摆放

位置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手偶表演简单的皮影戏，甚

至尝试探索影子形成的原因。关于影子的探索，幼儿在

玩中学、在生活中学，真正体现了课程的生活化。

二、提供必要的支持，激发幼儿的科学探究兴趣

（一）投放合理的材料

实践证明，操作是学前儿童建构科学知识的基本方

法，而在操作中，材料是幼儿活动的物质支柱，幼儿通

过与材料的相互作用，可获得多种经验，使身心各方面

能力得到发展。因此，要帮助幼儿置身于能产生探索行

为的环境中，及时提供丰富的、操作性强的、符合幼儿

探索需要的材料，支持和引发幼儿积极主动地与材料相

互作用。

1. 注重材料的充足性

在科学活动中，提供种类和数量充足的材料，可以

使幼儿拥有较多选择的机会，并且使每个幼儿都有探究

的条件和可能，有效地减少了幼儿“无所事事”的现象，

也可促进幼儿间的交往活动，避免了争执与等待。我们

不要求所有的材料都人手一份，但至少每个孩子都应该

有足够的、在探究物体的相应作用与关系中起关键作用

的材料。

2. 注重材料的层次性

分层提供材料就是通过不断地增加和改变材料的提

供，提示和引导幼儿由不精确到接近精确、从很少到逐

渐丰富知识、经验。

源自于在班上投放的绘本《亮晶晶的泡泡》，孩子们

不仅对有趣的故事画面情节感兴趣，更是对泡泡提出了

一系列的问题：怎么吹泡泡？泡泡为什么会……初期阶

段，投放了泡泡器、泡泡液等材料，孩子们只是用现成

的泡泡器尝试吹泡泡，观察泡泡的样子，探索泡泡落在

什么物体上容易破等比较简单、直观的现象；但是一段

时间之后，这样的游戏和材料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

于是，在和孩子们讨论之后，又增添洗洁精、洗手液、

肥皂等，开始尝试自制泡泡液，而在这个过程中，更是

发现了问题：有的自制泡泡液能够吹出泡泡，有的不能，

很自然地，这便涉及到了水和洗洁精等材料的比例问题，

于是孩子们一次次尝试、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调制方法；

在此基础上，基于孩子们在游戏中产生的问题：泡泡都

是圆的吗、哪些工具可以吹泡泡等，我们又开始投放吸

管、筷子等新材料，鼓励幼儿自制泡泡器。总之，在探

索泡泡的系列活动中，用于操作的材料并不是一次性投

入，而是根据孩子的兴趣和需要，及时进行补充和丰富，

分层投放的材料，满足了幼儿更多的需要和发展。

（二）保证探索的时间

《指南》指出：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

体验来获取经验。只有亲身实践，才能促进幼儿真正走

进科学、真正有所发现和收获。而探究需要足够的时间，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给予足够的保证，可以采用系

列探究的方式，通过多次的、递进式的学习，引导幼儿

进行科学的探究和学习。

（三）给予及时的跟进

1. 巧妙设置疑问，调动幼儿兴趣

在幼儿阅读绘本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他们对感

兴趣的科学元素进行猜想、提出自己的疑问，并且根据

提问，追随幼儿的思维不断深入和拓展，引发幼儿多角

度思考和实践的探索。

在小班投放了《我喜欢跳》这一绘本，故事主要通

过小袋鼠的动作，以及和朋友们的一些对话，介绍了一

些动物的运动方法。当孩子们读完绘本之后，他们兴奋

地用肢体来表示小动物的动作，并且告诉我：“老师，我

知道还有哪些动物会跳？青蛙会跳、小兔子会跳。”——

这不就是孩子思维的一种拓展吗？于是，紧跟他的话语，

我设置疑问：“你们知道哪些小动物会游？哪些小动物会

飞？哪些小动物会跑……”这么一问之后，孩子们的话

匣子更是打开了，他们踊跃说出自己的思考，联系生活

进行联想和拓展。

2. 鼓励幼儿理解绘本，发现探究问题

基于绘本生发科学探究活动，首先要对绘本有深入、

全面的理解，教师要引导幼儿仔细观察、敏锐发现。《小

水滴旅行家》这一绘本，讲述的是水的三态变化，在接

触这一绘本的初期，可以引导孩子对故事内容进行比较

全面的剖析和理解，从而激发探索水的奥秘的兴趣；之

后，可以开展一些与水相关的活动，例如：通过“有趣

的沉浮”、感知不同材质物体的沉浮现象；通过“小喷壶

游戏”，在操作中感知空气对液体压强的影响；通过“哪

个小洞喷的远”，在实验中感知水位低喷的远，水位高喷

的近的现象；通过“运水”游戏，尝试用不同工具和材

料运水的乐趣。这样的“水中乐”活动，就是在对绘本

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生发出的新的探究问题，满足了幼

儿深度学习的需求。

三、关注课程的开发，探索绘本与游戏的融合

将绘本资源科学、合理地应用于幼儿园课程，通过

游戏拓展绘本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可以更好地挖掘绘本

的多元价值和学习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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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小蓝和小黄》绘本中，孩子们对色彩的变

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提出了一些问题：蓝色和黄色

碰在一起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其他的颜色碰到一起又会

发生什么变化呢？”随之，我们在班级的区域游戏中，

也渗透了这方面的内容：孩子们玩“颜色变变变”的游

戏，将两种、三种不同颜色的彩泥或是颜料水混在一起，

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并在表格上做简单记录；尝试制

作“变色陀螺”，自主选择两种颜色给陀螺涂色，旋转陀

螺，观察其变化；试着做“变色眼镜”，将两种颜色的

眼镜叠在一起放在眼镜架上，看看呈现出来的是什么颜

色？……这样，基于绘本的科学探究重点——颜色的变

化，就在这些游戏中有了更深入的探究。

四、迁移学习的经验，拓展绘本内容在生活中的

运用

科学源于生活，又要回归于生活，当孩子运用各种

感官挖掘绘本中的科学要素并进行深入探究后，他们都会

有所收获、有所发现，而这种收获和发现，反过来又可以

运用于他们的生活之中，真正实现让科学服务于生活。

《可回收利用的垃圾》是以环保为主题的适合大班孩

子阅读的绘本，其中涉及的都是孩子熟悉的、关于垃圾

分类的标记、分类的方法等内容。基于绘本，我们也在

区域游戏中投放了合理的材料，引导幼儿进一步体验和

熟悉如何将垃圾进行分类，但是通过绘本和游戏，孩子

们只是对此有所了解，真正在实践中去运用还是欠缺的。

所以，从这一绘本和相关游戏中获得的经验，最主要还

要结合孩子的生活进行体验和实际操作，督促孩子在日

常生活中，正确进行垃圾的分类投放，提高他们的分析、

比较能力。

基于绘本资源，生发幼儿感兴趣的科学活动，让幼

儿在阅读与探索、操作与思考中，体验科学的快乐与神

奇，同时也让绘本散发出更具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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