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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中的“生活即教育”理论研究 
◆袁  丽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第十幼儿园  712600） 

 
摘要：经过不断的实践之后，一些教育理论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我国

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是教育的实践者和改革者。他一生为教育事

业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并且提出了平民教育、师范教育和乡村教育等一

系列的教育理念，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努力下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教育理

论体系。在陶行知众多的教育理念当中，生活教育理念占有重要的位置。

而本文的出发点即是对该理念的重要实践。从“生活即教育”理论的基

本内容出发，同时结合现阶段的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对该理论进行具体

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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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依据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理论，在幼儿园的科学
教育活动中教师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应该重视生活的作用，尽
量为幼儿提供更多的贴近生活的教学活动，这不仅能够提高幼儿
的科学素养，同时能够促进其生活经验的积累和生活能力的提
高。然而，在当前的幼儿园科学教育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即
一些教师对“生活即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实施 

1 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中的“生活即教育”理论的应用现状 
“生活即教育”的观点是我国著名的教育专家陶行知先生提

出了教育观点，对其解释就是教育和生活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生活时刻发生变化，同时生活中时刻体现教育。现代教育在不断
的发展，该教育理念被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认可。在进行幼儿
教育的过程中，通过科学教育活动的方式能够实现对幼儿科学素
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我们都知道，生活中到处都有科学知识，
因为将“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和教学中的科学实践相结合已经被
许多的教育工作者认可。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理论不一定
能够很好的指导实践，因为从现阶段的教学过程和结果来看，“生
活即教育”理念在教育中的应用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举例而言，
一些教师不能很好的掌握生活中的科学知识，进而不能结合理论
知识设计可操作性和生动有趣的教学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幼儿对生活中科学知识的探索和发现。因为幼儿的自主性较
差，多数的幼儿都是依据教师的要求进行观察，幼儿的主体地位
不能很好的发挥出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缺乏感情的支持，而
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教学的知识和内容方面，没有考虑到幼儿的情
感体验，从而对该理论的应用造成影响。因为，在进行实际的科
学教育活动中，教师应该重视对教学理念的调整，重视发掘教育
活动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2 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中“生活即教育”理论的实践措施 
2.1 完善科学教育活动目标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科学技术的进步

使幼儿获得知识的途径和方式实现了增加。对幼儿的动手操作能
力进行培养，同时促进幼儿科学精神的建立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内
涵和要求。为此，幼儿园的教师应该将教学内容和生活相结合，
在探索科学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生活能力。 

2.2 构建科学教育活动内容 
“生活即教育”的理论中提出了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以生活

为中心，而不是以教材为中心。为此，教师应该重视对生活中科
学知识的提炼，同时引导幼儿学习生活中的科学知识，提高幼儿
的理解力。举例而言，在《沉浮》一课的活动设计中，教师可以
从现象开始引导幼儿学习，之后学生提供一些常见的物品，帮助
儿童亲手操作，之后观察物体的沉浮情况，引导学生对生活现象
进行解释，从而理解浮力的知识。 

2.3 创设科学教育活动情境 
在幼儿园教育中，教师应该结合“生活即教育”理论，为幼

儿创建一些生活化的情景，真正帮助幼儿从科学知识中解放出
来，在生活化的情景中实现了科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举例而言，
在进行《我的鸟类朋友》的设计中，教师应该借助多媒体的作用，
将不同的鸟类介绍给幼儿，从而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兴趣，之后
将他们带到大自然中去，使其在自然中真正感受到鸟类，从而激

发幼儿的保护鸟类和环境的意识。 
2.4 优化科学教育活动过程 
科学教育活动的过程其是幼儿探索和认识世界的过程，因

此，教师应该重视科学教育的过程，同时在“生活即教育”理论
的指导下提高幼儿的参与度。在《泡泡都是圆的吗？》的实验设
计中，教师应该充分发幼儿的主体地位，鼓励幼儿结合自身的生
活经验对泡泡的形状进行描述。教师重视幼儿教学参与的过程能
够提高学生的自主和创造性，同时促进幼儿综合能力的发展。 

2.5 促进科学教育活动沟通 
科学教育活动是幼儿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够帮助幼

儿在生活中学习和别人进行沟通和交流，不断提高幼儿的社会交
往能力。相关的数据显示，经过学习之后，通过交流的方式能够
实现巩固知识点的目的。为此，在进行幼儿教育的过程中，教师
应该为幼儿提供交流、讨论和互动的机会，同时发挥幼儿的主体
性作用，能够自己阐述生活中的科学现象，在幼儿之间的交流中
实现对科学知识的学习。 

3 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幼儿教育在不断的发展，在众多的教育理

念中，“生活即教育”理念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该理念
能很好的促进幼儿的全面协调发展。现阶段，有一些教师对“生
活即教育”的理念缺乏正确的认识，进而在实际课程设计的过程
中部门科学的应用，这对提高幼儿学习的积极性一定的影响。为
此，教师应该重视对教学理念的创新，在设计课程的过程中重视
将生活化的情景引入其中，让幼儿能够积极的参与到科学认识
中，提高实践能力的同时培养对生活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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