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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探究幼儿园科学领域学科教学有效性 
◆魏昕晨 

（甘肃省环县秦团庄乡中心幼儿园  甘肃环县  745709） 

 
摘要：在幼儿园的教育中，根据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教育共分为社会、

语言、健康、艺术、科学五大内容。在科学领域的教学中，又包含了科

学及数学两项内容。由于幼儿园阶段是重要的启蒙教育，对于幼儿未来

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结合幼儿园教学中的科学领域教学进行分

析，探讨有效的教学策略，为广大幼儿园教师提供可参考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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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幼儿在幼儿园接受诸如社会、语言、健康、艺术、科
学等方面的教育，使其对社会、对世界有了初步的认知，对于其
今后各阶段的学习具有积极的影响。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
出：要确立科学在幼儿园阶段教育的重要位置，通过科学教育培
养幼儿的求知欲和探索欲，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有效带动
其它学科的良好学习。因此，在幼儿园科学领域的教学中，教师
要从幼儿发展的实际出发，制定合理、有效的教学计划，通过对
幼儿的有效开发和启迪教育，培养幼儿的学科感知力，提升幼儿
的科学素养。 

一、从幼儿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激发幼儿的探
索欲 

很多幼儿园教师在科学学科教学中，受传统应试教育影响严
重，没有从幼儿发展的实际出发，使幼儿过早地接受了小学阶段
的教育，表面上是对幼儿进行了提前的教育，希望通过此种教育
方式使幼儿在未来小学的学习阶段降低学习困难，但实际上却适
得其反，没有顺应幼儿的心理发展以及实际学习接受能力。基于
此种现状，教师应深刻反思自我的教学，从幼儿实际出发结合科
学领域学科的教学内容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有效激发幼儿的求
知欲和探索欲，使幼儿在当下的年龄段接触到适宜其学习和发展
的教学方式。建议教师在教学中，要明确一切教育应从幼儿的实
际出发这一根本立足点，注重对幼儿求知欲与探索欲的激发。如
在教学中，广泛汲取国内、国外先进的幼儿教育经验并为己所用，
结合所教授的幼儿实际情况，科学制定教学计划，从幼儿的认知
能力以及兴趣点入手，实现教学方法的不断创新[1]。教师在教学
中仍要确立幼儿的课堂主体地位，在科学教育中，充分调动幼儿
的动手实践能力，使其感受到科学学科魅力的同时，更能够积极
探索学科的奥秘，有效培养学科思维、提升学科能力。如学习“神
奇的泡泡”，幼儿对吹泡泡这一活动是非常感兴趣的，教师在教
学中就要善于启发幼儿，如向幼儿提问：小朋友们，我们用什么
工具可以吹出泡泡呢？幼儿会有不同的答案，如吸管、小铁圈等。
这时教师要带领幼儿进行亲自的动手实践操作，使幼儿在感受到
吹泡泡的快乐的同时，在教师的引导下能够思考吹泡泡的科学内
涵，有效激发幼儿对科学学习的兴趣。 

二、科学教学的素材要从生活中获取，利于幼儿的理解和掌
握 

科学学科是源于生活的，当教师的教学能够与生活建立起良
好的联系，那么更加利于幼儿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以往的教学
中，可能教师更拘泥于教材内容的讲解，由于没有与生活建立联
系，使得幼儿对科学领域的学习产生一定的陌生感，没有达到理
想的教学效果。教师结合教材内容，从中获取与生活产生密切联
系的内容，并带领幼儿进行相关的实践活动，使得幼儿对科学知
识的学习与理解更加深刻。如学习“有趣的影子”，教师利用教
室内光线较好的地方带领幼儿进行活动，活动的形式可以是游戏
的方式。如踩影子，在保证幼儿安全的前提下，一个小朋友如何
才能踩到另一个小朋友的影子？因为有时影子在我们前方，有时
又跑到了后方，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引导幼儿发现自身行动与影
子变化的特点，发现自身站的方向与光的位置对影子位置的变化

有影响。另外，从激发幼儿兴趣角度出发，带领幼儿做影子游戏，
如摆摆手，发现影子也跟着自己摆摆手。另外，观察随着时间的
变化影子长短的变化等，在有趣的影子活动中，教师积极引导幼
儿学会观察，通过丰富的教学活动充分吸引幼儿的注意力，激发
其科学探索欲，使其对生活的细节具有观察意识和能力，从生活
中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为今后其他学科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
础。 

三、充分发挥教学工具的辅助作用，增添科学领域学科教学
的趣味性 

在幼儿园科学领域学科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利用教具，使得
课堂教学更加直观、清晰，有助于幼儿的观察与理解。处于幼儿
阶段的孩子对事物认知比较懵懂，教师应在教学中充分考虑幼儿
此阶段的特点，注重教学的灵活性，从幼儿活泼好动、对事物充
满好奇的角度开展教学，尤其结合教材内容充分利用教学工具，
可以吸引幼儿的学习注意力，通过教师“神奇”的操作，便有效
激发了幼儿对科学探索的精神。同时，教师要积极鼓励幼儿进行
动手操作，感受科学学科的魅力与神奇，并适时引导幼儿知晓表
象背后的科学内涵。如学习“摩擦力”的内容，摩擦这一现象出
现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教师可以让幼儿们观察自己的鞋底，
发现鞋底是有纹路的。尤其在冬季，穿鞋子要注意防滑，很多鞋
子底部的纹路就更深了，就是为了增强鞋子与地面的摩擦，避免
人在行走的过程中摔倒。教师在向幼儿介绍完摩擦与生活的内容
时，引导幼儿进行独立的思索，看看还有哪些关于摩擦的例子。
在接下来的授课中，教师巧用教学工具，使得幼儿对“摩擦”实
现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认知。如准备好纸屑、塑料格尺、铁丝等教
具，教师将格尺在裤子上反复摩擦之后，放在纸屑上，发现纸屑
都沾在了格尺上。这是因为摩擦产生了静电，静电具有吸附性，
将纸屑都吸到了格尺上。也可以用被摩擦过的格尺吸头发，幼儿
会发现教师的头发也被格尺吸起来，感到学习趣味性的同时，幼
儿也可以进行实际的操作，加深印象，了解摩擦能够产生静电。 

四、注重与幼儿之间的良好沟通与交流 
幼儿虽然年龄小，很多时候语言表达会不明确，但教师更不

能忽视与幼儿的良好沟通，尤其在科学领域学科教育方面，对于
幼儿未来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加之很多在理解上比较困
难的内容教师更要与幼儿建立积极、良好的沟通，确保幼儿能够
理解教师多讲授的内容。沟通的方式可以分为直接沟通和间接沟
通，直接沟通就是询问幼儿是对虽所学的知识清楚明白了。间接
沟通则是教师根据幼儿的课堂反馈，在掌握幼儿的实际学习情况
之下，有目的地为幼儿设置启发式问题，通过层层的问题解答，
使得幼儿对所学知识实现理解和掌握。或者鼓励幼儿之间的互助
学习，相信也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五、幼儿教师要不断加强学习，提升自我职业素养 
幼儿园科学领域学科教学若要实现有效性，对于教师自身教

学素养必然有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教师拥有不断学习、充实自
我的意识，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学习平台，不断充实与完善自我
知识体系。另外，教师可以利用网络资源的优势，在网络上寻找
更多学习的资源以及学习网站并同其他教师一起分享和学习，实
现整体幼儿园师资队伍的进步，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的职业素养。 

结语：幼儿教育是孩子接受教育的开端，对其今后的学习生
涯具有重要的影响。教师应充分重视科学领域学科教育的重要
性，加强自身职业素养的同时，要从幼儿的实际出发，不断探索
有效教学方式，助力幼儿健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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