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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教育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领域之一，在幼儿园开展科学教育有助于培养幼儿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育他们的探索和实

践精神。但是就目前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开展的情况来看，科学教育活动中幼儿教师并没有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达到预期的教育目

标。以所在区域一所幼儿园为案例，研究 STEM 理念下幼儿园科学教育实施问题，并针对性提出改善策略，希望能够为幼儿园科学教育的实

施提供一些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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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创新能力、合作能力、探究能力

以及交流能力等都是当前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基本素养。而 STEM 教育正

是着力培养幼儿的动手技能和问题探究和解决能力等，与新时代的人才

培养要求不谋而合，因此逐步在幼儿园教育兴起。幼儿园科学教育作为

幼儿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提升幼儿的科学素养，学会以科学

的方法获得科学知识。STEM 教育虽然是新生理念，但是却有幼儿园科学

教育有着密切联系，基于 STEM 教育理念开展科学教育，二者相辅相成，

相互融合，有助于将幼儿培养成为积极地探究者、思考者和问题解决者，

有助于幼儿园科学教育的深入推进和发展。 

1 STEM 教育理念下幼儿园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笔者以所在区域一所幼儿园为研究对象，该幼儿园正在 STEM 教育理

念下开展科学教育，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实施经验，

简要总结 STEM 教育理念下目前幼儿园科学教育实施存在的问题。 

1.1 幼儿教师相关素养有待提升 

教师是 STEM 教育和科学教育实施的关键，教师具备 STEM 素养和科

学素养才能够推动基于 STEM 教育理念的科学教育有效实施。但是笔者经

过调查发现，幼儿园教师普遍存在科学素养和 STEM 素养不足的情况。一

方面，幼儿教师多存在科学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幼儿教师多为女性，

很多幼儿教师在高中时期都是选择了文科，因此对于更偏向于理科类知

识的科学基础知识，大部分教师表示不是很擅长；另一方面，幼儿园教

师 STEM 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方面相对薄弱，对于很多技术、工程的专业术

语不甚了解，组织实施技能更为薄弱。 

1.2 幼儿主体地位不凸显 

STEM 理念下的科学教育十分注重幼儿的主体地位，教师仅仅是课堂

的引领者和启发者，在课堂上教师要注意为充分发挥幼儿的主动性、积

极性和创造性。尽管很多幼儿教师都已经意识到要将尊重幼儿的主体地

位，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还是不可避免地忽视幼儿的主体地

位。在科学教育过程中，教师较少地鼓励幼儿自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并想法设法解决问题，导致幼儿园的自主性和主观能动性难以有效发挥。 

2 STEM 教育理念下幼儿园科学教育开展的有效策略 

2.1 加强幼儿教师科学素养和 STEM 素养培养 

STEM 理念下幼儿园科学教育开展的阻碍之一就是幼儿教师相关素

养的不足，因此笔者建议首先加强幼儿教师科学素养和 STEM 素养培养。 

2.1.1 向专家、名师学习，加强理论学习 

幼儿园园长要提高对 STEM 教育和科学教育的重视，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园长要积极邀约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名师来幼儿园讲座或者培训，

让幼儿园内教师得以接触 先进的教育理念，同时在同专家、名师面对

面的交流中，也有助于让幼儿教师受到感染，增强他们在 STEM 理念下开

展科学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幼儿园不具备邀约条件，可以给幼

儿教师提供外出参加相关培训或者学术会议的机会，这同样是提升教师

科学素养和 STEM 素养的有效途径。专家和名师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他

们的分享和指导有助于丰富一线教师的知识库。 

2.1.2 加强相关教研和自主学习，提升教师教学实践能力 

为了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幼儿园要定期开展园本教研活动，组织

对科学教育和 STEM 教育感兴趣教师定期召开教学研讨会议，共同研讨科

学教育活动方案，相互分享教学经验，商讨教学问题的解决办法，通过

这样的教研活动，学习和借鉴同行经验，借以优化自己的教学成果。另

外，教师也要加强自主学习，在日常工作之余教师也要坚持终身学习理

念，积极主动地学习科学教育和 STEM 相关知识的书籍和资料，充实自己。

在积累一定的理论知识并具备一定实践基础后，教师要创造机会亲自体

验 STEM 教育活动，亲自参与 STEM 理念下的科学教育活动，在参与和实

践中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在科学教育中融入 STEM 教育元素。 

2.2 关注幼儿的主体地位，支持幼儿自主探究 

STEM 理念下的科学教育更注意发挥幼儿的主体性，要求教师要为幼

儿创造自由轻松的学习氛围，给予幼儿保留充足的探究时间和空间。首

先，教师要有耐心，耐心地倾听幼儿，解答幼儿的疑问，站在幼儿的角

度了解他们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同幼儿建立平等友好的关系，鼓励他们

勇于发现问题，主动解决问题。其次，教师在科学活动中适时引导幼儿

探究问题，提高学习的深度。在幼儿探究时，教师切忌打断他们，要给

予他们充分思考和想象空间，当他们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一直进行

错误尝试时，教师可以适时给予启发引导，启发幼儿尝试从其他角度思

考和探究； 后，教师要抓住幼儿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鼓励他们以

独自或小组合作形式自由设计，大胆尝试，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培养他

们对科学活动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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