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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教学是幼儿学习知识的启蒙阶段，对于学生未来的学习成长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随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提出幼儿的

教学活动开展范围分为：语言、健康、社会、艺术等方面，后来逐渐将“科学”也列入到了幼儿教学活动中，如何开展幼儿科学启蒙教学，

促进幼儿科学探索能力的提高是我们如今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究幼儿园在科学领域教学的有效性的具

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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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是孩子通往学习殿堂的第一道门，是孩子开始认识世界、感

知世界、汲取精神财富的迈出的第一步。“科学”作为幼儿学习的五大基

础学科之一，在教学活动中占用十分重要的地位。幼儿园大力发展科学

教学，不仅能够提高幼儿的探索的积极性与好奇心，还能够提高科学认

知水平与科学素养。总之进行幼儿科学领域教学是大势所趋，幼儿教师

要注重培养幼儿对科学的热情，做到积极引导、科学启发，促进科学教

学融入幼儿生活与心灵。 

1 结合生活实际教学，激发幼儿探究欲望 

众所周知，培养幼儿科学探索精神是幼儿园教师的教学职责，在科

学教学方面，教师理应注重以培养幼儿的科学兴趣、情感以及科学探索

的积极性与欲望为重心。在以往的幼儿教学中，教师仅仅是对科学知识

进行讲述，不重视将学科教学与学生的心理发展相结合，以提高学生的

科学探索能力为目的进行教学，使得科学领域教学效果很不理想。随着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的试行，幼儿教学得以得到很大的改变，在以《幼

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为理论基础的前提下，教师要学会优化教学思路，

学会与时共进，改进教学方法，运用合理的教学手段对学生进行科学知

识的讲授，把培养幼儿科学探索精神作为首要任务，帮助幼儿在学习科

学知识的过程中，掌握学习科学的方法，培养科学探索精神。 

例如：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以培养幼儿求知欲望与科学探

索的积极性着力点，结合幼儿的生活实际，将苦涩难懂的科学知识点转

化为学生通熟易懂的、符合学生年龄特点以及心理发展的内容，简化的

向幼儿讲解。在让幼儿认识长短的课堂活动中，老师可以开展与讲述内

容相关的游戏，将幼儿进行分组，每个小组都分发下长短适宜绳子，让

小朋友在小组内用绳子相互测量身高，并且做好标记，比一比更高。这

不仅能够较强学生对长短的认知水平，还能够渲染课堂氛围，增强幼儿

探索欲望。同时，在寓学于乐中，还带到了幼儿课堂参与的积极性，加

强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促进了幼儿学习态度的转变，将被动转化为

主动探索，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幼儿的科学素养。 

2 打造互动教学课堂，增强师生情感交流  

科学探索需要坚持与耐心，但是由于幼儿的年纪较小、心理发展不

够成熟，在进行科学学习过程中很难长时间坚持，这时教师的指导对于

他们来说，就像黑暗中的曙光，是帮助幼儿进行科学探索的动力。因此，

在进行科学领域知识点的教学时，要加强教师与幼儿之间的课堂互动，

积极引导幼儿积极思考、勤于动手，促进科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例如：在平时教学中，教师可以与时共进结合时事，用问题引导学

生进行学习，充分发挥幼儿的对新事物强烈的好奇心这一特征，引导幼

儿通过问题导向一步一步的进行探索科学知识，逐步的找到问题的答案。

如“中国蓝”期间，教师可以先提问：什么是“中国蓝”？为什么提出

了“中国蓝”？“中国蓝”产生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再浅而易懂向幼儿

讲解“中国蓝”与科学相关的知识，让幼儿从中找到相关答案，如此一

来，不仅增加在幼儿的课堂参与频率，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还

能够有效的提高幼儿的科学探索能力。 

3 教学素材贴近生活，启发学生学习热情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幼儿是在直接接触事物之后，再积累知识与经

验对事物进行感知与认识的，在对于科学领域的探索与感知也是如此。

所以，教师理应在科学教学活动中，选择与生活相贴近的素材，启发幼

儿的学习热情。在实践教学活动中，教师选择的素材尽可能的满足幼儿

的学习需求，充分发挥素材的作用，通过多角度的引导和教育，提升幼

儿对科学魅力的感知，激发幼儿对科学现象产生的好奇心，继而增强幼

儿对科学的学习热情。 

例如：在进行“头发飘”这一类的科学实验教学时，为了让幼儿认

识到摩擦起电的基本原理，教师可以选取多种材料进行对比实验。如：

丝绸、抹布、纸片、橡胶棒、玻璃棒、塑料尺等，让幼儿实际操作，使

得他们通过纸片站起来的现象，明白头发飘的原理。这样不仅有利于加

强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以及对科学问题的探索能力，还有利于提高学生

对科学现象产生好奇心，进而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幼儿对科学的学

习热情。 

总而言之，幼儿园教学是学生接受教育的初始阶段，对于幼儿成长

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是幼儿科学素养的培养的关键阶段。因此，作为幼

儿教师，我们理应学会优化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思路，

不断的提升个人的专业素养，注重对幼儿科学素养培养，进而提高科学

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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