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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STEAM 教育的跨学科特性对于培养幼儿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我国幼儿教育过程中 STEAM 教育的研究和实

践相对较少。针对这个情况，笔者融合多年实践经验，结合国外 STEAM 教育发展经验，提出了幼儿园 STEAM 教育的活动设计方案，希望

能够促进 STEAM 教育在幼儿教育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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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教育理念兴起于美国，国内引入该理念主要是处于培养幼儿

思维创造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考虑。但是 STEAM 教育在国内

兴起时间毕较短，现阶段幼儿园 STEAM 教育活动设计依然存在些许问题，

需要深入分析和思考。 

1 幼儿园 STEAM 教育的目标定位 

幼儿园幼儿年龄多为 3-6 周岁，这个阶段幼儿具有明显的认知特征：

基本具备持续、有目的观察的能力，思维能力发展趋于成熟，能够结合

收集的信息可以进行合理地联想和科学地推理和分析，幼儿也能够反思

自己的思维并对下一步的行为有清晰的认识。并且，这个年龄段的幼儿

已经具备初步的合作学习能力。结合这个阶段幼儿的发展特征，幼儿园

STEAM 教育以思维启蒙和思维方式培养为主要目标，培养幼儿的问题探

究兴趣，提高其动手实践、开展合作学习，发展创新思维和解决创造性

问题的能力。 

2 幼儿 STEAM 教育活动设计 

2.1 幼儿 STEAM 教育活动设计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幼儿 STEAM 教育活动开展时间有限，基于目前幼儿 STEAM 教育活动

实施情况，幼儿 STEAM 教育主要面临两方面问题：第一，由于教师缺乏

对作品结构和内部知识的深入了解和剖析，教师和幼儿都仅仅进行机械

性的模仿，任务式教学和学习。第二，缺乏明确的目标和问题指引，幼

儿仅仅把自己定义为参与者，沉醉于材料和技术的体验中，缺乏对材料

和技术的深入思考。 

究其原因，在传统的教学活动设计中，教师是主要讲授者和引领者。

教师按照教材内容设计教学活动，按照教材要求将所有的知识点纳入到

活动设计中，然后由教师将这些内容演绎呈现给幼儿。但是这样的教学

模式下，幼儿仅能获得零散、宽泛的知识碎片，表面上幼儿似乎学习了

很多知识，但是却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学习。在这种情况下，幼儿自然而

然跟随教师的脚步，将自己定义为参与者，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另外，

教师对 STEAM 教育理解出现了偏差，将其定义为手工制作课和科技体验

课，这样教师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寻找活动材料和电子技术上，这样教

师容易将幼儿的好奇心和注意力引导到活动材料和电子技术上，干扰了

幼儿对关键问题的深入思考，影响教学效果。 

并且，与传统的教学不同，STEAM 教育的授课方式和评价方式都有

所改变，STEAM 教育模糊过程，明确结果，幼儿在实践过程中探究、解

决问题，但是幼儿个人的知识储备和探究方式不同，这就导致了幼儿必

然会呈现多样化的探究过程和多元化的探究结果，这也是传统教学中单

一的评价方式难以给予测量和判定的。 

2.2 幼儿 STEAM 教育活动设计思路 

2.2.1 预期结果和评估证据 

国内幼儿园实施 STEAM 教育时间尚短，并没有设置统一的课程标准

和固定的教材，但是出于幼小衔接的需要，建议参考《义务教育小学科

学课程标准》和美国《下一代科学教育标准》中关于工程和技术的内容，

为幼儿园 STEAM 教育的实施提供指导。 后，结合幼儿的发展需要和社

会发展要求，在坚持“儿童多元发展为本”教育理念的前提下，从探究

兴趣、发现问题、实践操作、解决问题、分工合作等方面出发为教师施

STEAM 教育活动设计形成有效的评估证据。 

2.2.2 探究学习与解决问题 

确定预期结果和评估证据以后，根据幼儿的认知特征确定下一步的

活动流程。如果是小班和中班上学期的幼儿，主要围绕问题开展探究性

学习，首先激发幼儿园的针对问题探究的兴趣；然后鼓励幼儿大胆假设，

设计探究实验，在教师的指导下观察实验现象，收集实验数据并尝试分

析数据，根据数据结果进行推理和假设； 后由教师组织幼儿畅所欲言，

共同总结归纳结论。在此过程中，激发幼儿对科学的探究和学习热情。

如果是中班下学期和大班的幼儿，主要是根据项目解决问题，首先教师

带领学生确定探究问题并进行观察和体验；其次师生共同明确活动标准，

设计活动方案，自然，即便是同一个项目也没很难确定标准化的方案，

教师要鼓励幼儿积极地探索，创造性思维，并敢于提出质疑；然后师生

共同商讨实验材料，共同制作并测试成品性能，不断优化设计方案；

后大家一起讨论分享自己的研究结果，借鉴反思总结， 

3 幼儿 STEAM 教育活动设计的建议 

幼儿 STEAM 教育活动主题是活动设计的开端，STEAM 教育活动的设

计主体原则上讲是教师和幼儿。教师开展 STEAM 教育，不仅要从幼儿园

教材、教师手册获得教学思路，还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能够在幼儿的

日常活动发现并开发出有价值的研究主题，即便可能会打破原有的教学

计划，但是却可以深化幼儿对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其高阶思维能力的培

养。 

另外，关于 STEAM 教育活动材料的选择要考虑到幼儿好奇心强、注

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在选择材料时要注意材料发放时间，分层次投放，

降低材料对于幼儿的影响和刺激，以保证课堂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和进

行。活动材料要尽可能来源于实际生活，这便于将教学活动延展到日常

生活中，形成知识迁移，提升幼儿在生活中的学习意识和现代技术应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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