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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析幼儿园科学探究区创设的原则与方法 
◆赵芳芳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长沙幼儿园  311241） 

 
摘要：科学探究区主要是指幼儿园班级活动中为幼儿创建的一个区域，

这其中拥有丰富的内容，展现出了一定的操作性。幼儿可以从自身的需

要和兴趣出发，自主的选择活动内容和方式。在科学探究区中，幼儿能
够通过与环境等的互动，感知事物之间的联系。这样，实行体验式的探

究，也会促使幼儿形成良好的学习品质和思维方式。所以，在当前幼儿

园教育教学中，科学探究区的创建成为了关键。本文的分析会为幼儿教
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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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教师应该对幼儿的科学探究区
进行有力的创设和指导。区域活动能够为幼儿提供发现自我和合
作游戏的空间，这其中运用灵活多样的形式，让幼儿的潜能得到
了发挥，也会满足不同的幼儿需求。所以，针对科学探究区的创
建，幼儿教师则要做出应有的努力，从材料的运用上对科学探究
区进行有力创建，让材料各个教育功能得到应有的展现。同时，
在科学探究区创建中要遵循各种原则，为幼儿的健康成长提供保
障。 

一、幼儿园科学探究区创设的原则 
在幼儿园科学探究区创建的过程中，需要遵循相应的原则。

第一，遵循科学性和安全性的原则。幼儿在开展各种活动的过程
中，一个重要的保障就是安全教育。幼儿教师应该对幼儿的安全
进行保障，能够让幼儿处于安全的活动区域内。这样，才会为幼
儿的健康成长提供充足的准备。同时，科学探究区的创建应该具
有一定的科学性，活动的创建都是要拥有价值和意义的。只有从
幼儿的认知规律和发展规律出发，才会创建出良好的科学探究活
动。第二，遵循丰富性和层次性的原则，在科学探究区域创建的
过程中，教师就应该保证幼儿在丰富的材料中去发现和寻找。同
时，让幼儿拥有很多的选择机会，并满足自身的需求。不同的幼
儿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差异，教师要考虑幼儿自身的能力等方面的
不同，应该让活动材料展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在实行层次性的区
域活动中，提供丰富的材料内容，让幼儿的综合能力得到发展。
第三，幼儿教师应该遵循启发性和趣味性结合的原则。在幼儿阶
段，孩子会产生很强的好奇心，幼儿教师提供材料的过程中，应
该让幼儿对材料产生浓厚的兴趣，让幼儿处于探索和研究之中。
在活动中通过新颖的材料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让幼儿在轻松愉悦
的状态下进行学习。这有助于幼儿的记忆力和观察力的培养。第
四，要遵循可操作性和经济性结合的原则。在提供材料操作方式
的过程中，幼儿可能会很快进入探索之中。但是，如果在幼儿开
展活动的过程中，针对一些材料不知如何去玩，那么就会产生放
弃的念想[1]。所以，幼儿教师就应该让游戏活动材料具有可操作
性，让幼儿能够在操作过程中领略到活动的乐趣，并能够形成良
好的思维品质。 

二、幼儿园科学探究区的创设方法 
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针对科学探究区的创设，需要教师做

出应有的努力。幼儿教师应该从良好的探究空间出发，为幼儿提
供合适的材料，并能够与幼儿之间进行互动。幼儿教师对幼儿的
思维进行启发，最终让幼儿在科学探究区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一）创建良好的探索空间，为幼儿成长提供准备 
在幼儿教育教学中，教师应该为幼儿创建良好的科学探究

区。从区域创建的安全性和宽松角度出发，在良好的探索空间中，
幼儿才会主动学习和积极探究。比如，针对“找影子”科学探究
活动，幼儿对它是谁的影子，经常会出现不同的意见。在这个过
程中，教师就不要急于纠正幼儿的对错，而是应该为幼儿提供相
互讨论和交流的空间，让幼儿能够从物体变成影子的特征角度分
析，逐渐地引导幼儿，让幼儿在探讨中得出结论。这样，孩子们
能够在理解知识的情况下，彼此分享经验并相互学习。在这过程
中，幼儿拥有了宽松自由的学习空间，也能够积极的主动获取知
识，也使得科学探究区的创建展现出应有的意义。 

（二）提供充足、有结构的活动材料 
在幼儿科学探究区创建的过程中，应该从操作的材料出发，

让幼儿的认知结构需求得到满足。所以，幼儿教师应该合理的选
择材料，为幼儿提供充足和有结构的材料内容。第一，在材料选
择的过程中，应该具有一定的丰富性。幼儿的生活和幼儿的科学
探究存在很大的联系。在此，幼儿园教师就可以和家长进行有效
的合作，让幼儿家长和孩子一起收集生活中的材料。比如生活中
的水桶、纸箱等。这些生活用品都可以成为科学探究的重要载体，
也会让孩子在参与生活实践的过程中，获得更加丰富的经验[2]。
随后，幼儿教师就可以引导幼儿运用自己所搜集的材料制作相应
的科学实验。幼儿在自主动手搜集科学探究材料的情况下，也能
够让自身的实践能力得到提升，并感受到科学探究的魅力和价
值。 

（三）引导幼儿自主学习和深度学习 
在幼儿学习的过程中，通过观察、实验和制作等活动内容，

让科学探究区创建更加有效。幼儿在体验探究的乐趣时，也会形
成较强的科学探究能力。在这期中，幼儿是活动探究的主体。教
师在活动开展中从幼儿的兴趣点和关注点着手，才会让科学探究
区的创建逐渐深入和发展。所以，针对具体的活动问题，幼儿教
师则要为幼儿开展自主学习和深度学习提供充足的机会。 

（四）以幼儿兴趣为基础，形成新的探索内容 
幼儿在科学探究区活动的过程中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幼儿教

师在引导幼儿不断观察和研究的情况下，会让幼儿对科学知识产
生正确的理解。幼儿教师可以从幼儿的兴趣出发，创设良好的科
学探究区，并能够衍生出新的探究内容[3]。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
做法也是对教学内容的一种巩固和拓展，幼儿教师应该从具体的
主题活动创建出发，以幼儿的兴趣为着力点。 

结论：总的来说，在幼儿教育教学中科学探究区的创建十分
关键和重要。幼儿教师应该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安全，并能够为
幼儿提供丰富性的材料。同时，在创建优质的科学探究氛围下，
能够让幼儿的感官和身体得到充分的刺激，促进幼儿的身体发
展。在科学探究区合理、科学创建的情况下，让幼儿能够形成较
强的科学探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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