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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科学探究的幼儿园室外活动的开展
徐冰燕

（江苏省张家港市大新中心幼儿园，江苏 张家港 215636）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新课程标准的不断改革，教育体制和教学理念也在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对于幼儿园教育来说，实现幼儿的全

面发展非常重要，幼儿在这个时期的学习要多元化，不能只是一些理论知识，所以老师要开展适宜的室外活动，以此更为高效培养幼儿

的科学探究能力；所谓室外活动的开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去提高幼儿的动手意识和团队精神，幼儿教育隶属于启蒙教育，受幼儿年龄、

性格和心理的影响，老师所开展的室外活动不能太过于表面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为幼儿之后的学习和生活奠定下良好的基础，从而顺利

的完成教学目标。因此，本文主要谈谈基于科学探究的幼儿园室外活动的开展。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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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全新的教育理念支持下，幼儿园教育的形式也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对于室外活动的开展来说，老师在设计和制定方案的时

候，要以激发幼儿的兴趣为目的，从而贴近幼儿的生活，达到事半

功倍的活动效果，以此提高活动的开展质量和开展效率。因此，下

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基于科学探究的幼儿园室外活动的开

展现状，二是基于科学探究的幼儿园室外活动的开展策略。

一、基于科学探究的幼儿园室外活动的开展现状

虽然说如今很多幼儿园都已经开始根据《纲要》的要求去开展

室外活动，但由于实际因素的影响，很多幼儿园在开展室外活动的

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所以室外活动的开展效果差强人意，那

么基于科学探究的幼儿园室外活动的开展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室外活动的目标不明确

在正式的室外活动开展过程中，往往有很多老师对活动的目

标不明确，导致组织指导出现偏差，导致材料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这种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老师前期工作没有做好，所以细化目

标对于老师而言非常的重要。

（二）幼儿一直处于被动状态

当前很多室外活动的开展都只是“被动发展”幼儿的科学探

究能力，也就是说活动的开展形式太过于“生搬硬套”化，从根

本上限制了幼儿的成长，所以改变活动的开展形式也是老师所要

完成的工作。

二、基于科学探究的幼儿园室外活动的开展策略

（一）创设趣味情境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么在如今的幼儿园教育中，

老师所开展的室外活动，就要一激发幼儿的兴趣为目的，不论是

环境的选择，还是材料的选择，都要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性格

特点和心理特点，从而逐渐将兴趣转变成爱好，最后转变成能力，

通过这个过程，幼儿的科学探究能力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

有利于开发幼儿的创造性思维。比如在开展“科学教育”主题的

室外活动时，老师就要学会利用自然资源为幼儿创设趣味情境，

带领幼儿认识七星瓢虫，然后一步一步引导幼儿提出相应的问题，

为什么七星瓢虫有七个点点呢？七星瓢虫一般吃什么呢？最后回

归活动的主题，顺利的完成活动目标。

（二）紧密联系生活

在如今的幼儿园教育中，室外活动的开展虽然以提高幼儿的

科学探究能力为基础，但其内容形式还是要紧密结合幼儿的实际

生活，只有这样幼儿才能够更快速、更准确的理解相关知识，活

动完成的效果才会更好，有利于积累更多的生活经验和学习经验，

幼儿的科学探究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得到相应的提高，真正

地让科学回归生活。

比如水是每个人生活的必需品，水在很多方面也有用途，那

么基于水射出去的远近，老师就可以开展“制作射水枪”主题的

室外活动，看看那个幼儿最后制作的射水枪射出去的水最远，在

这个过程中，老师要一边指导幼儿关键步骤，一边给幼儿讲解相

关理论知识，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幼儿的动手能力，也可以促进幼

儿的交流意识。

（三）积极合作探究

在如今的幼儿园教育中，室外活动的开展形式主要有单人和

团队两种形式，这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其中团队合作的难度比

较大，但团队的力量也是无穷的，那么基于科学探究幼儿园室外

活动的开展，老师就要多多为幼儿创造合作探究的机会，引导幼

儿可以真正走完科学探究的整个过程，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比如在开展“滚筒进洞”主题的室外活动时，老师就可以先

为幼儿做一个演示实验，实验内容为“滚筒两端大小一致，就会

顺利从滑梯上滚如洞中，而如果两端大小不一致，就会在过程中

向小的那一方拐弯。”由此为幼儿提出科学探究问题“采用什么

办法可以让两端大小不一致的滚筒进洞？”幼儿进行团队合作能

够集思广益，快速提出解决方案，有利于真正完成活动目标。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如今的幼儿园教育中，老师要真正意识到室外

活动开展的重要性，并且可以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设计和制定

适宜的方法，以此提高幼儿的科学探究能力，而科学探究过程就

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这需要

老师长期的引导和指导，所以说室外活动的开展形式要多元化，

通过这个过程，幼儿的学习经验才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积累，并

且可以受益于终身，最终实现幼儿全面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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