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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培养幼儿科学探索能力 
◆王丽花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天恩幼儿园  511300）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对科学领域提出的目标使我们强烈

地感到，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不再是注重静态知识的传递，而是
注重幼儿的情感态度和幼儿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的幼儿个
个好奇、好问、好探究，他们活泼好动、精力充沛，喜欢探索周
围的世界。就像杜威先生所说："儿童有调查和探究的本能，探
索是儿童本能的冲动，好奇、好问、好探究是儿童与生俱来的特
点。"根据幼儿的特点，我园也特别注重幼儿的科学教育，科学
教育也作为园本的特色教育，那么，如何使幼儿在科学活动中充
分发挥主动性，培养他们的探究能力。通过实践，我认为要做到
以下几方面： 

一、创设宽松的环境和氛围，鼓励幼儿探索。 
环境是一种氛围，环境具有熏陶影响潜移默化的作用，所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萌发幼儿的创新精
神，特别需要营造鼓励和强化幼儿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的氛围。
幼儿对他所生活的环境会非常关注，科学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
上至日月星辰、雨雪雷电，下至花草树木、鱼虫鸟兽，幼儿都抱
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他们问这问那，什么事都喜欢寻
根刨底的追究。为了培养幼儿不怕说错、做错，没有顾忌地展开
思维活动，让幼儿的思维处于开放的活跃的状态，在自由活动的
时间，让幼儿经常地亲近自然，认识自然，让幼儿在观察中不断
发现新情况，增长新知识。 

二、教育内容要贴近幼儿生活。 
在开展活动前，必须要选择教育内容，而科学教育活动也不

例外。在教学实践中，贴近幼儿生活的内容，幼儿熟悉的东西，
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如果内容是幼儿平时生活中最熟悉的，幼儿就会对它有亲切
感，从而促使幼儿更大胆地探索，让幼儿主动去发现。《纲要》
中明确指出："科学教育应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利用
身边的事物和现象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如科学小实验“神奇
的纸棒”，我提出一根纸棒它能立起来吗？幼儿第一次尝试，有
的说能，有的说不能，我再提出用三根纸棒，它又能立起来吗？
幼儿开始能手操作起来，有的说：“老师，我的纸棒能立起来，
我成功了”这时他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同时对现象产生了兴
趣，激发了动手探索的愿望，在他们探索尝试过程中，一次又一
次观察操作直到获得成功。他们从中了解了生活中的“受力平衡”
原理，幼儿也就越来越喜欢探索科学现象，养成了探索事物的兴
趣，培养了敏感、好奇、好问的习惯。例如：在开展主题《电》，
我带孩子们参观了家家乐电器城，从而认识各种各样的电器，在
活动中为孩子们提供了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电池，电器，电子
产品，幼儿对这些熟悉的材料充满了好奇，积极地进行操作探索，
通过自己的操作认识不同电池的名称、用途，正极负极电池的安
装方法，探索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 

三、从兴趣入手，激发幼儿积极探索的欲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幼儿在学习中产生一种迫切的探求

新知识的欲望，他们的探究能力才能得以发展。瑞士心里学家皮
亚杰、美国学者杜威认为：“兴趣是刺激儿童学习的最好形式。”
《纲要》中指出：“幼儿的科学教育是科学启蒙教育，重在激发
幼儿的认知兴趣和探究欲望。”因此，我们应从幼儿的兴趣入手，
尊重幼儿的发展和学习特点，激发他们的创造兴趣，培养探索精
神。如认识《不同的谷类》，我为幼儿准备了相关食物，如粽子、
糯米鸡、面包、米粉、河粉，当出示这些食物时，幼儿都非常感
兴趣，然后再提问：“你们知道它们是用什么做的？”从而引出
大米、小麦、高粱、玉米，认识谷类。如认识《不同的豆》，我
为幼儿准备了红豆糕、绿豆糕、豆浆、豆腐，当出示这些食物，
幼儿也非常感兴趣，食物的准备更能吸引幼儿，激发幼儿学习的
兴趣。在开展主题《恐龙》中，幼儿对火山爆发的现象非常感兴
趣，所以我准备了醋、小苏打、面粉、水等材料让幼儿去操作，
去实验，通过实验幼儿发现小苏打和醋混合时会发生反应，产生
的二氧化碳气体就像火山爆发，在活动中幼儿都非常积极去发

现、去探索、去实验，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四、丰富操作材料，让幼儿在实践中获得更多经验。 
我们今天的教育不再是定位于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技巧的

训练，而是把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变化所必须的自我教育作为重
要任务，让幼儿在主动运用和探索的实践中获得相关的经验，成
为幼儿教育的重要方法。因此，我们要充分运用已有的材料，积
极引导幼儿探索，让幼儿有所发现，有所收获。因此，我们在活
动室内设置了科学活动区、自然角等有益操作的环境，张贴一些
生动、直观的科技挂图，配备一些试管、量杯、颜料、天平，放
大镜、温度计、指南针、电线、开关、磁铁以及制作的万花筒、
摇筒、响筒等。在活动中我常对幼儿说：“让我们试一试”“当然
可以”一类的话，在鼓励、表扬、支持、肯定的环境中，幼儿有
更多的自主、自由的机会。而幼儿的活动更积极、更主动。例如，
我为幼儿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镜子，有使图像变大的放大镜，有看
得远的望远镜，有变化多端的多棱镜，有使人发笑的哈哈镜(凹、
凸面镜)，还有万花筒。幼儿在摆弄这些镜子时，不仅了解到各
种各样的镜子及其产生的许多科学现象，而且使他们的观察力、
想象力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五、鼓励幼儿主动参与，提高探索能力。 
参与活动是发展幼儿的重要条件，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

活动，才能使幼儿不断主动完善自己，发展各种能力。因此在进
行科学教育活动时，应注重让每位幼儿都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以增强幼儿积极参与活动的兴趣。 

科学离幼儿并不遥远，让幼儿进行的科学研究，应该是从他
们身边常见的事物或者身边发生的事情开始的，而且必须着眼于
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一系列整体性的连贯的研究，这样才能使幼儿
循序渐进地加深经验，最终对事物的内在逻辑联系有较系统的认
识。需要强调的是教师所选取的每个主题的目标，其科学知识点
不仅应该是正确、简单、明了的，还要考虑每个年龄班孩子的理
解和接受能力。 

总之，在科学教育活动中，教师要多让自己成为一名和幼儿
一样的探索者，尽量去了解幼儿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疑问，
尊重他们的想法。创设宽松的探索环境，支持和鼓励他们的探索
兴趣，引导他们主动尝试。幼儿是学习的主体，是学习的主动者，
而不是被动接受的容器。就幼儿而言，探索的本身比通过探索获
得的知识更为重要。因此教师要作好幼儿学科学的引路人，引导
幼儿去探索，学习怎样去获得答案，通过幼儿自身的生活去培养
幼儿对科学的兴趣。只有这样，珍视孩子们的探索观点与操作过
程，用心倾听孩子们的心声，才能在科学教育活动中，激起幼儿
强烈主动的探索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