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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幼儿在探索活动中自主学习的策略 
陈叶峰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清丽三之三幼儿园   313000） 

摘要：兴趣是幼儿自觉学习和发展的动机力量。幼儿对感兴趣的东西学得积极主动、效果好。没有兴趣，幼儿就缺乏学习的动
力。杜威的观点告诉我们：幼儿有调查和探索的本能，孩子天生爱探索，对许多事物感兴趣。然而，在幼儿园教学中，由于受到幼
儿能力的限制，他们在活动中就成了知识接收的容器，幼儿只管接收，没有互应，这样长期以往，幼儿的主动性就难以发挥。自《指
南》颁布实施以来，在探索中激发幼儿主动学习的兴趣这一策略，在幼儿园教学实践中已逐渐被广大幼儿园和教师所重视，本文试
图通过创设利于幼儿探索的环境、提供幼儿便于探索的材料以及教师适时调整角色，合理引导幼儿主动参与探索过程，从而在活动
中培养幼儿敢于探索、主动探索的精神，最大限度地调动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让幼儿通过亲身探索来体验感知，最终促进幼儿
想象力、创造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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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幼儿自觉学习和发展的动机力量。幼儿对感兴趣的东西

学得积极主动、效果好。没有兴趣，幼儿就缺乏学习的动力。可以

说，兴趣使幼儿主动从事某种活动，从中获得经验和乐趣的前提。

杜威的观点告诉我们：幼儿有调查和探索的本能，孩子天生爱探索，

对许多事物感兴趣。在科学活动中教师不仅应使学生掌握学科的基

本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参与到知识的探索、形成过程中去，主

张教师提供合理且能激发学生主动操作探索的各类材料，引导孩子

们自己去探索，发现问题并尝试初步解决问题。我国教育家陈鹤琴

先生也曾提出过“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思想。然而，由于受到

幼儿能力的局限，幼儿在学习活动中成了接收知识的容器，他们只

管接收，没有互应，久而久之，幼儿学习的主动性、探究性就得不

到培养。 

自《指南》颁布实施以来，引导幼儿运用尝试的方法参与活动，

在幼儿园教学实践中已逐渐被广大幼儿园和教师所重视。在学习活

动中，我们针对幼儿的年龄特点和科学学习内容，让幼儿通过“观

察、操作、讨论”等探索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幼儿参与活动的积

极性，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敢于探索的精神，发展他们的想象力、

创造力。我们的做法是： 

一、创设利于幼儿探索的环境 
环境主要指周围的情况和条件。良好环境的创设能够激发起幼

儿主动探索、大胆尝试的愿望。现代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曾说过：

“怎样的环境就得到怎样的刺激，得到怎样的印象，从所得的印象

中发现与印象有关的动作。” 在幼儿园时期，幼儿的思维以具体形

象思维为主，为了让幼儿更好地投入到探索活动中去，作为幼儿园

教师，可通过努力创设有利于幼儿主动探索的硬环境来激发幼儿参

与探究的兴趣。 

我们在实践中，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在各年龄段班级内设有

专门可供幼儿们自由操作的区域角落——“科学角”。小班的科学

角内投放有：蜡光纸、卡纸、手工纸、纸板箱、发条玩具、电动玩

具、电池、各种调味瓶、套筒等。中班的科学发现角内投放有：肥

皂水、吸管、小碗、磁铁、回形针、钥匙、硬币、小积木、布条等。

大班的科学发现角内投放有：糖纸、羽毛、报纸、糖、白醋、小苏

打、弹子、珠子、记录卡、笔、电池、小珠泡、一段段的小皮纸等，

这些材料都归类摆放着，很适合幼儿用“尝试操作”的方法，让幼

儿平时在班中就可以自由地去摇一摇、动一动、折一折等，很好地

激起了幼儿主动参与尝试的愿望。例如，在大班的科学角中：用彩

色水做的瓶子琴、橡皮筋与纸巾盒做的皮筋琴、可乐瓶与豆子做沙

球、易拉罐与筷子做双响筒、小纸盒做手摇铃等，幼儿立刻对提供

的材料有了极大的好奇心，他们对于这些平时随处可见、变废为宝

的材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幼儿就主动的选择自己喜欢的废旧

材料进行想象制作，并用来有节奏的敲打。幼儿在欢乐的操作中加

深对声音的了解，初步感知哪些是乐音，哪些是噪音；另一方面我

们也深刻地体会到：幼儿只有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让幼儿

运用感官亲自参与探究的方法才能很好地发挥其教育功能。 

二、提供利于幼儿探索的材料 
丰富的材料是幼儿进行探索的物质基础。便于操作的材料要符

合幼儿的年龄特点，材料要贴近幼儿的生活，材料的一共能吸引幼

儿，并立即产生操作的念头。大家知道，幼儿的思维以具体形象思

维为主，为了让幼儿更好地投入到尝试活动中去，提供有材料有利

于引导幼儿有目的地“动一动、试一试”，让他们在观察—尝试—

交流等活动中，主动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获得相关的科学知识。 

例如：在中班科学活动“沉与浮”的活动中，我们注重创设有

利于操作的环境，教师在为幼儿提供了尝试的环境，如准备了乒乓

球、勺子、竹筷、铁块、小木块、海绵、牛皮纸、盛水的透明玻璃

缸及毛巾等材料，先让幼儿看一看这些实验材料，再说一说自己愿

望，以明确活动的目标。在活动中允许幼儿自由组合，引导幼儿分

别将乒乓球、勺子、竹筷、铁块、小木块、海绵、牛皮纸放入盛水

的透明玻璃缸里，他们看到这些物体有的会浮在水面（乒乓球）；

有的会沉入水底（勺子、铁块）；有的会半沉半浮（竹筷、木块）；

有的会先浮后沉（海绵、牛皮纸）。幼儿觉得奇怪，疑问多多。接

着，让他们围绕着这些疑问，说说自己想象出来的理由，然后再用

其他同类物体进行验证。这样，巧妙地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有机

结合起来。幼儿通过亲身探索尝试，不仅了解到乒乓球、竹筷、小

木块会浮上水面，勺子、铁块会沉在水底，还惊喜的发现了,海绵及

牛皮纸由原先浮在水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海绵及牛皮纸吸饱了

水后,也会慢慢地沉到了水底。 

幼儿生活周围，其实蕴藏着丰富多彩的自然物，可供幼儿操作、

探索。于是，在实践中我们又体会到：当我们选择幼儿熟悉的材料

让幼儿操作时，不仅可以让幼儿预测试验的结果，而且他们还会结

合已有的生活经验提出各种新的见解，这样又使幼儿产生了继续进

行操作和探索的想法。如：大班科学活动“谁会溶解”，我们选择

面粉、沙子（黄、白沙）、白糖、冰糖、果珍等作为操作尝试的材

料，我们先引导幼儿看看这些操作材料，再说说自己的设想，为操

作过程作准备。因为所提供的材料都是幼儿生活中随处可见、非常

熟悉的，所以他们会在操作后观察到：白糖、果珍会溶解，面粉、

沙子不易被溶解；通过他们的不断操作他们还发现了新的现象——

原来冰糖与其它材料有所区别，它溶解的过程、速度较慢，不易被

立即感知。如例所述，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利于幼儿主动探究的材料，

才促使幼儿主动的活动。 

三、延用益于幼儿探索的方法 
方法指关于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等。这里

主要指幼儿园各类活动中如何采取益于幼儿尝试的教育行为，让幼

儿能积极参与尝试活动。我们主要的方法有： 

首先，在幼儿参与探索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引导。 

在探索活动中，教师如果经常在幼儿操作时，用语言与行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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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去干涉、指导，虽然预设的活动目标表面看来能够达到，可是由

于教师急于追求活动的结果，幼儿主动探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可能将永远扼杀在摇篮里，幼儿没有更多试一试、想一想、

摆一摆的机会，在幼儿参与尝试中，幼儿的尝试必须以教师指导为

前提，即幼儿在教师设疑后引导幼儿带着疑问大胆、有目的地尝试。 

由于教师在组织幼儿开展尝试活动中不善于调整角色，在幼儿专

注、自主地尝试操作时不恰当地介入，导致了幼儿机械地完成操作

任务，幼儿的主动性、勇于探索的精神受到严重影响。反之，教师

的指导也必须以幼儿的尝试为目标，当教师发现尝试操作有困难的

幼儿时，教师应善于调整好角色，与有困难的幼儿进行交流、讨论，

根据讨论后的情况提醒幼儿解决难题的一些方法，逐步引导幼儿去

探索、发现。 

教师在活动中要善于随时观察，学会适时地“隐藏”自己，让

幼儿通过自主探索尝试，去寻求答案。如：在讨论区角游戏规则活

动中，教师先通过与幼儿一起主动回忆开展区角游戏的具体情景，

让幼儿明确导致活动无法有序开展的原因（教师不把自己的想法告

诉、束缚幼儿），听到孩子之间的争论时，不急于打断，而是鼓励

他们再带着问题、疑惑到各区角中来试一试，通过有目的地探索尝

试，让幼儿去寻找便于游戏的规则，逐步让幼儿成为活动的主动参

与者。 

其次，在幼儿参与探索过程中，教师要善于观察。 

在各类探索活动中，如果一直让幼儿探究发现即时即现的情

况，幼儿就会产生厌倦，也会失去对探索的兴趣。因此，在“沉与

浮”的活动中，选择的牛皮纸、海绵等这样的材料，虽然也是幼儿

熟悉的，但在操作中必需通过幼儿的细致观察、耐心等待才会有发

现，由于教师在组织活动中，通过观察，善于抓住了幼儿的兴趣点，

教师就利用这个“兴趣点”，来进一步引导幼儿乐意继续探究新问

题的愿望。如例所述，当幼儿参与尝试后，就会对某一问题产生强

烈的求知欲望，如果尝试的问题过于简单，尝试的材料单一，没有

难易变化，尝试活动也就失去意义。所以，教师要学会善于观察，

及时更换由易到难的尝试材料，让幼儿由易到难的探索，由此也逐

步使幼儿养成爱动脑、爱探索的习惯。 

最后，在幼儿参与探索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发现。 

幼儿阶段对老师情感上特别的依恋，对环境特别敏感，老师的

情绪、语言、行为，直接影响幼儿情绪心态，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探

究操作行为。因此教师在活动中和蔼可亲，有时使用亲切、平等、

幽默语言，能让幼儿在科学探索的活动中情绪轻松愉快，心理有安

全感。例如：在制作“爱心袋”活动中，有一名平时较胆小的幼儿

较熟练的制作完爱心袋后，我们就用请他向同伴介绍方法，用信任

的态度肯定他，把他作为榜样，让他的成功得到大家的认可，还允

许她当小老师帮助同伴，使她对自己的成功感受明显，体验强烈。

根据幼儿心理认知特点的直接性，幼儿感受、体验到成功后，有利

于幼儿获得自信，从而使幼儿不断敢于探索、乐于探索。有时也不

妨使用议论式的方法，使探索过程中的师幼关系不再是灌输与被灌

输的关系，幼儿对参与探究过程乐此不疲，即使面对失败，孩子也

能在这种环境中正确的面对。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们根据幼儿不同的年龄特点，从创设合

理的环境，提供恰当的活动材料以及教师在幼儿探索的过程中采取

益于幼儿探索的方法等三方面入手，试图想通过让幼儿自主地参与

探索的方法，在探索、操作中主动体验、感知，充分发挥幼儿在活

动中的主体性，使每位幼儿都能大胆、主动地参与探索。 

引导幼儿参与探索的途径与方法很多，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描

述，与广大的幼儿教育专家同仁一起，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的交流、

总结与反思，使幼儿不仅获得内化的知识经验，最终体验和获得真

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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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3页） 
我们仍以“完整培育+”课程中的“移情德育”课程为例。在

该课程在实施的 2 年时间里，就幼儿园开展德育活动的目标、形式

做了深入的研讨、实践、反思，并通过“移情德育”课程构建主题

教研，再次补充、细化课程实施方案。 

五、开展主题式教研中应该关注的问题 
在进行教研的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实践和反思，也摸索出了几

条开展主题式教研活动应该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 

1.教研主题的连续性与渐进性。小主题教研活动是否也是一个

大主题下持续教研的一部分，小主题与小主题之间的关系是否层层

递进、小主题的教研是否是对大主题的支撑，大主题是否对小主题

有依托等关系。 

2.关注过程的生成性。敏锐捕捉紧扣教研主题的生成点，并围

绕主题抓住生成点，在下一次教研活动中驻留并利用，以此来体现

主题式教研的有效性。 

3.理论结合实践的指导性。通过课题研究、主题式教研，不断

引导教师总结出能够应用于实际的朴素方法，有效链接理论与实

践。 

总之，主题教研之于教师成长、之于课程建设犹如空气和水之

于生命的关系。幼儿园的主题教研一定是提升课程质量的不二法

宝。今后，我们将更加深入地做好主题教研活动，带动更多的老师

走上教研支持课程成长之路，过上完整幸福的教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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