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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游戏在幼儿科学教育中的运用
潘学琴

（苏州市吴江区横扇幼儿园，江苏 苏州 215200）

摘要：在幼儿的教育中科学教育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时科学探究活动也是深受幼儿喜爱的一项活动内容。通过科学教育能够

很好地激发幼儿认识新事物的兴趣，有效的提升幼儿科学探究的能力，促进幼儿和谐的发展。在科学教育中科学探究对于培养幼儿多方

面的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当前幼儿园以及幼儿园教师需要积极地探索开展科学教育的有效内容和防范，争取能够借助科学教育全

面的提升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文针对水池游戏在幼儿科学教育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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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改革，对于学前教育其实也提

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在幼儿的教育教学中教师要能够关注到对幼

儿科学的教育，能够加强幼儿对于科学的理解，让幼儿真正的认

识到科学的本质内容，不断地培养幼儿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升幼儿科学探究的水平。对于学前儿童来说，玩水这项活动是

他们普遍比较感兴趣的，更是他们愿意深入学习的活动内容。在

幼儿进行玩水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的引导他们如何去探究和解

决问题，从而更好地促进幼儿的成长。

一、通过设问提升幼儿的观察实验能力

在科学教育中培养幼儿的观察力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观

察给了幼儿更多和周围的环境接触的机会，能够带给幼儿最直接

的科学体验和经验，让幼儿真正的走到科学的世界中。

比如在一次户外的活动中。班级上的一名幼儿发现一阵风将

一片叶子吹到了水池中，这片树叶就像是一条小船一样在水面上

面漂浮着。这时候这种现象引起了幼儿强大的好奇心，于是就和

周围的小朋友进行交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小朋友

们纷纷跑来找我寻求答案。但是当时我并没有直接告诉他们原因

而是让他们自己寻求答案。这时候他们会自己找出其他的材料然

后进行实验，观察会不会产生同样的情况。有的小朋友把石头放

在了水中但是直接沉了下去。幼儿对于在水池中的这种沉浮游戏

产生了兴趣。由此可见幼儿在观察中发现了问题并且能够积极地

去分析和解决问题，通过再次的实验观察为事物在水池中的沉浮

现象找寻答案，而在整个活动的过程中幼儿的观察实验能力也的

确得到了提升。

二、通过实验培养幼儿的科学思维

幼儿阶段的思维还停留在具象思维阶段，不具备逻辑能力，

但是部分的幼儿已经能够通过表面的一些现象去思考事物之间的

关系，能够做出一定的判断和推理。因此在水池游戏的实验中教

师要能够鼓励幼儿使用自己的方式针对问题去思考，要给足幼儿

思考的时间，让幼儿能够充分的和同伴进行交流和讨论，彼此之

间可以互相启发。同时教师要不断的给到幼儿鼓励和肯定，要能

够尊重幼儿的想法，对于他们一些错误的探究要能够给予宽容。

这样才能够激发幼儿进一步思考和科学探究的自信心。比如当发

现了幼儿的确对沉浮这种现象感兴趣后，我还是鼓励孩子们在积

水中去完成实验。借助于自己的实验再去发表观点。通过实验幼

儿幼儿会说叶子或者是花瓣都能够浮在水面上面，有的幼儿发现

了石头不能够浮在水面上。教师可以再次让幼儿罗列出自己想要

探究的沉浮的事物，然后进行一一推测和验证。通过探究帮助幼

儿对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思考的内容进行加工，让自己的想法变得

更有条理，促使幼儿能够对自己原本比较杂乱的经验进行一个梳

理，从而使得幼儿能够获得更加全面的经验，提升幼儿的科学能力。

三、通过分享培养幼儿的表达能力

在幼儿教育中培养他们的交流和表达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项内容。通过培养幼儿的交流和表达能力对于提升幼儿的思维有

着重要的意义。也能够让幼儿在彼此的交流中丰富各自的科学经

验，增强幼儿参与科学探究的自信心。

比如在开展了水池游戏的沉浮实验后。很多的小朋友都对材

料的浮力大小问题产生了好奇心和探究的欲望。这时候我引导他

们进行了这样的实验。使用不同的材料制作了小船，然后对这些

船载物的能力进行了比较，通过他们的载物能力我们一起来判断

了材料浮力的大小。在实验结束之后我鼓励小朋友积极分享他们

实验的过程还有结果。因为要让这些小朋友讲授他们实验的经历，

他们表现的非常的激动和兴奋。而在他们的表达过程中提高了他

们交流的能力。通过孩子们的分享让彼此认识到当把纸弄湿之后

它就会沉到水池中。船越大载重越大等。通过他们的交流能够进

一步强化他们的科学经验，同时这种交流也成为了一种很好的思

维发展的方式，更有助于幼儿的健康成长。

四、结语

总之，科学教育已经成为了幼儿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而科学教育中需要积极地培养学前儿童探究的能力，为此教师需

要积极地开展探究活动，通过探究活动，学前儿童从被动学习变

为主动学习，在探究过程中获得了广泛的科学经验和新的科学学

习方法，既提高了自己的科学探究能力，又从成功的体验中获得

了满足感。本文针对水池游戏下的科学教育进行了探究，希望能

够给幼儿教师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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