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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活动作为幼儿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够使幼儿具备一定的动手能力以及发现能力，是幼儿发展智力以及动手能力的基础保

障。而部分科学教育的内容较为抽象，幼儿教师若直接进行知识的讲解，幼儿会难以理解科学活动的内容，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教学效果。

因此，幼儿教师应重视科学活动的开展，将信息技术融入到教学活动中，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联系到生活实际，展开针对性的教学活

动，培养幼儿的创造力以及想象力，使幼儿形成一定的信息化思维。基于此，本文主要阐述信息化思维在幼儿园科学活动中的应用方法，希

望能够为广大幼儿园教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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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逐渐进入信息科技化时代，现代信息技术已被应用到教学

活动中。幼儿园教师在开展科学活动时，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优

势，将信息化思维应用到实际教学中，不仅能够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还可以使科学活动的质量以及效率得到提升。另外，随着我国教育事业

的不断发展，传统的教学方式已逐渐被社会所淘汰，教师应大幅度创新

幼儿园科学活动的内容，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从真正意义上的实现科

学活动与现代化思维的融合，增强幼儿的发现能力以及探究能力，促进

幼儿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进而彰显出信息化思维在幼儿园科学活动中的

应用效果以及意义。 

1 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参与兴趣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指出：幼儿园科学活动的教

学核心为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让其参与到整个探究的过程，进而发展

幼儿的探究能力以及动手能力。因此，幼儿教师在开展科学活动时，应

充分利用自身原有的教学经验，将日常生活与教学活动相结合，引导幼

儿灵活运用实验、观察、比较、操作等手段，培养幼儿解决问题、发现

问题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幼儿教师应当帮助幼儿积累科学学习

的经验，让其掌握一定的科学学习技巧，从而使幼儿形成良好的学习态

度。由于幼儿生性好动，十分喜欢探索生活中一些新鲜的事物，幼儿也

喜欢玩水，想要探寻到水中的秘密，而水的变形、水的温度、水的流动

中都涉及到丰富的科学知识。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现象，结合幼儿的

实际喜好，开展相应的科学教学活动。比如，教师带领幼儿进行《热水

变冷》这一科学活动时，就可以让幼儿在探究的过程中感知、比较、分

析让热水变冷的方法，并让幼儿掌握散热以及传递这两种物流现象。首

先，教师可以运用信息技术设备为幼儿播放动画视频，让幼儿更为直观

的感受到活动内容，体会到动画中水形态的变化。其次，教师以情境表

演的形式导入主题，为幼儿播放一段故事视频，让幼儿对热水变冷水产

生浓厚的探究兴趣，并提高幼儿的参与积极性，使幼儿更好的感受科学

活动的内容。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教师为幼儿构建相关的教学情境，

不仅能够激发出幼儿的求知欲以及好奇心，同时还可以让幼儿自主寻求

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提高幼儿的科学探究能力，发挥出信息技术的绝

对优势。 

2 运用信息技术，活跃课堂氛围 
幼儿教师在开展科学活动时，可以将信息技术应用其中，应用信息

化思维开展教学活动，从而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幼儿由于年龄较

小，对于感知事物以及现象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教师可以充分利用

这一契机，将信息技术应用到科学活动中，运用信息技术中丰富的网络

教育资源，活跃科学活动的氛围，刺激幼儿的感官，使他们产生强烈的

新奇感。比如，教师在开展科学活动《运动与摩擦力》这一内容时，教

师可以运用信息技术为幼儿播放运动与摩擦力相关的动画视频，并将实

验的画面展示给幼儿。当幼儿观看过后，教师让孩子们回忆生活中有哪

些与摩擦力相关的内容，并让幼儿进行思考：“为什么下雨天走路鞋底会

打滑？鞋底为什么要设计出纹理？”通过提出与生活相关的知识，调动

幼儿的探究欲望，使幼儿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解决相关问题。通过这样

的方式，不但可以提高幼儿对于科学学习的兴趣，还可以为幼儿提供主

动探究以及思考的平台，全面落实了以人为本这一理念，使得幼儿园科

学活动顺利开展。 

3 运用信息化思维，提高科学活动质量 
随着我国进入科技化时代，信息技术已被广泛应用到教学活动中，

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效。因此，幼儿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

势，将其应用到教学活动中，吸引幼儿的学习兴趣，使幼儿更好的理解

科学知识，从而增强幼儿的学习效率，有效幼儿学生的应用能力以及理

解能力。例如，幼儿教师在开展《水和空气很重要》这一科学活动时，

这一活动中的活动目标包含着节约用水。因此，教师就可以运用信息技

术开展科学活动，利用多媒体设备为幼儿播放节约水资源以及浪费水资

源的视频，并在课件中提出小问题，让幼儿们回答哪一行为是正确的。

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让幼儿了解到资源的重要性，同时还可

以使幼儿更加明确水的多种用途，加深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提高自身

的学习效率，从而推动幼儿园科学活动的发展，充分显现出科学活动与

信息技术融合的意义。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教师在开展科学活动时，应将现代信息技术完美融合到

教学中，将信息化思维贯穿到整个科学活动中，进而改善传统科学活动

中的不足之处，促进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教师应尊重幼儿的主

体地位，为幼儿提供自主探究以及科学动手的时间，利用信息技术将抽

象的科学实验画面转变的更加直观、具体，加强幼儿对于科学知识的理

解，从而使幼儿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以及科学实验能力，提高幼儿的科

学水平。信息化思维与科学活动的有机融合，不仅能够拓展幼儿的知识

视野，还能够使幼儿体会到科学活动的广泛性以及趣味性，推动幼儿园

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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