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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时期对于孩子的发展非常重要,是孩子开始接触这个世界的第一个阶段。在幼儿教育过程

中,教师需要通过各种科学活动,来吸引孩子,提升孩子的各种素质。而深度学习这个层面,又是孩子无论

幼儿阶段还是成人阶段都必不可少的一个能力板块。因此,我们要在科学活动中,通过生活化的理念,去

推动孩子深度学习的形成。本文主要围绕幼儿科学活动进行展开,讨论如何活用生活化理念,助推幼儿活

动的深度学习,旨在为幼儿综合素质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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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rly childhood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t is the first stage for children to 

contact the world. In this stage, the main way of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s scientific activities. In this process, 

teachers need to attract childre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ldren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At the level of 

deep learning, it is an essential ability plate for children both in the early childhood stage and in the adult stage. 

Therefore, we shoul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children's deep learning through the concept of life in scientific 

activities.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children's scientific activities, discussing how to use the concept of life, 

boost the deep learning of children's activities, and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comprehens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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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时代,幼儿教育的关注度不断上升,针对学龄前儿童的

早教、托班数不胜数。幼儿科学活动是幼儿教育的主要组成部

分,其主要来源于生活中的实践活动,因此急需与生活化的理念

相连通,让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去接触科学活动,让孩子感受到

科学的魅力,以提升孩子的深度学习能力。 

1 幼儿科学活动深度学习 

幼儿科学活动的深度学习指的是幼儿在兴趣和问题的驱动

下,主动积极地探索和解决问题,进而可以进行知识迁移。这种

深度学习可以促进学习者的认知、情感、社会性以及个性的发

展。它具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具有内在的动力,孩子本身对

于事物的好奇和探索,它不依赖于外在人们给定的目标,而是孩

子主动的学习去解惑；第二就是倾向于有意义的学习,在平常的

科学活动中,孩子表达爱,使用更大的动作,跃起的高度来表示,

将情感和身体表达之间建立联系,实质上就是基于理解的学习

的迁移；第三个就是整体性的学习。在幼儿的生活中,学习不是

分科分模块的,而是一个整体,围绕着游戏、活动、生活来展开,

从自己个人的兴趣出发,从而提升深度学习。第四个就是核心素

养的形成,知识千千万万,幼儿并不需要每一块知识都学习,毕

竟时间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就需要在核心内

容方面进行深度学习和重组,形成必备的品格和能力；最后就是

反思迁移,幼儿活动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反思,比如运用天平来感

知两个同等重量的砝码,可以达到平衡,也可以通过无意识的反

思,比如不同物体的添加,也能达到平衡。通过这几个方面,幼儿

的深度学习在生活化场景中不断地进行锻炼。 

2 活用生活化概念 

生活化教学,是基于人本教育理论和认知发展理论而来的,

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人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同时也非

常强调学生的参与和合作,孩子们在团体中的学习生活也是不

可缺少的。其中注重个性化教学,主要是以学生为本,更多的注

重学生自身的兴趣和实际需求,安排符合学习情境的任务和作

业,让学生在这个学习时间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体验,从而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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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学习和创新能力的目的。在幼儿科学活动中,活用生活

化其实更多的就是将立足点放到幼儿的日常生活中来,在每一

天的生活和学习中,发展各种能力,学会掌握知识,从而提升孩

子的兴趣,吸引孩子。而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作

用,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科学活动,加入生活实际,比如让

孩子们运用自己的触觉、听觉、视觉来感知日常生活中常用的

人民币、经常看的草地、会流动的小溪等具体的事物。同时也

可以安排简单的科学活动,比如寻找相同的树叶,看能不能找到

两片完全相同的；又比如观察小溪的流动,利用水瓶高低不同的

搭配来做实验,看怎样流动的更快一些,进行探究思考究竟是什

么科学原理。活用生活化的概念在现代教学理论中具有重要的

价值,它将孩子们课堂中的学习和日常所看到的所感受到事物

进行联系,让孩子更好的感知这个世界,可以让孩子们有更加全

面的发展,能够更好地提升幼儿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更好地提

升孩子深度学习的能力。  

3 活用生活化概念助推幼儿科学活动深度学习存在

问题 

情境缺乏。幼儿对于整个世界有着天然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教师应该善于捕捉孩子感兴趣的情境,但是教师在日常的学习

教育过程中,并没有很好的把握。这样使得情境方面就会存在一

些问题：第一情境缺失,教师在课外活动中,让孩子直接参与活

动,而没有注重情境的构建,忽视了情境的作用；第二情境片段

化,教师在整个科学活动中,可能利用玩偶来吸引孩子的兴趣,

比如“兔子先生请你帮忙”,小兔子只作为一个引出的线索,后

面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不利于孩子对于整个故事情境产生共

鸣,缺乏代入感,很难激发孩子的探索欲；第三情境肤浅,很多教

师还是就事论事,只导向最终的结果,而不是详细的解说整个故

事情境,丧失了情境出现的绝大价值。 

自主性缺失。兴趣和自主性相辅相成,兴趣是自主性的前提,

自主性又会推动兴趣的发展。当今,非常强调幼儿自主性的发展,

但是实际生活教学情境状况并不十分理想。这主要有两大方面

的原因,一方面是,幼儿不懂得什么是自主,不知道该怎么做,习

惯于跟着教师的安排走,做一个老师眼中的乖孩子；另一方面,

幼儿只是表面的自主,由于缺乏老师必要的引导,孩子的自主性

不够深入聚焦,随心所欲,很难获得成功感,只是停留在简单的

活动,周而复始,并不能真正地深度学习。 

分领域教学明显。当前分领域教学还是非常明显的,幼儿园

“一园一特色”,从幼儿时期就开始有了明显区分和聚焦的科目,

比如体育竞技类,着重孩子体能方面的训练,运动项目的练习；

又比如艺术类项目,更多的在于艺术方面的熏陶。但是,对于一

个儿童而言,单一的培养并不能让孩子得到全面的发展,也有可

能阻碍孩子的发展,没有办法找出孩子自身最擅长的项目。从深

度学习来说,分领域教学不利于幼儿的发展。 

生活和经验分离。一是科目分割,很多幼儿园像小学一样,

划分语文、数学、英语、轮滑等必修课,并不考虑幼儿的兴趣倾

向和实际的发展状况,只是“死读书”。二是活动分割。幼儿们

在园区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表面上看是丰富了儿童的学习生活

区,但这些活动之间并没有具体的联系,更多的是繁多活动的堆

砌,儿童没有办法深入地进行思考和探究。三是活动与生活实际

分割。在实际的生活中,老师设置的活动,脱离了现实生活,让孩

子有了割裂感,从而让孩子很难产生对于现实生活的建构。 

预见性缺乏。现在,幼儿教育逐渐关注孩子的兴趣,把这一

条奉为圭臬,成为了幼儿教育的共识。例如,发现孩子喜欢小乌

龟,就会专门带着孩子们去观察小乌龟；发现天气发生了变化,

就会提醒孩子们加减衣物……老师更多的还是跟随教学或者直

接教育。使得教育缺少了预见性,比如天气变冷了,并没有组织

孩子们进行探究讨论,比如这个时候应该加衣服还是减衣服,接

下来会不会小雨,这个天气课外的体育课应该怎么上,让幼儿缺

少了深度探索。 

反思迁移缺乏。幼儿学习的重要特征就是反思和迁移,这

是形成幼儿良好学习习惯的必经阶段。但是在日常的学习活

动中,教师思想上并不重视这一方面,自然也不会通过提问、

讨论等方式来发展幼儿这方面的能力。比如在日常的课程模

式方面,将上课分为计划-工作-整理-回顾4个环节,教师在回

顾这个环节,仅仅是做了简单的分享,并没有反思,自然也就

很难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帮助孩子进行反思和迁移,深度

学习自然无从谈起。 

4 活用生活化概念助推幼儿科学活动深度学习应对

策略 

创设游戏化、生活化的情境引领幼儿深度学习。首先可以

创设好的户外环境,给孩子一个适合学习玩耍的环境。园中可以

进行一定的景观设计,栽种常见的花草树木,堆沙堆,铺设塑胶

跑道,打造有趣又生气的活动场景,活动即教育。其次可以修建

文化长廊,带领孩子们做手工,画简单的生肖画,装饰长廊,安排

小小图书角,让孩子们可以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形成自成一体的

校园文化。再次安排活动教室。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安排

各种各样的手工,比如“陶瓷DIY”,“环保服装”等,让孩子们

可以自由组合,自由创作自己的作品,从游戏化生活化的环境中,

去探索,为深度学习奠定基础。 

挖掘生活化的活动材料促进幼儿深度学习。一是来利用生

活中的废旧材料,比如用装不同多的水的杯子,做打击乐,让孩

子感受不同的音色；也可以让孩子们用喝完的饮料瓶,使用剪刀,

裁剪成不一样的造型,发挥孩子们的创造力,锻炼幼儿的动手能

力和想象力。二是利用自然物。自然界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材料

大宝库,孩子们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各种材料。例如可以收集各

种各样的树叶来制作书签,进行自己的DIY创作；也可以收集各

种各样的石头,运用自己的彩笔,来画画创作。让孩子们在游戏

中不断深入学习思考。三是利用生活物品。比如小孩子的厨房,

小型的摊煎饼机,小型的炒菜锅,让孩子认识我们吃的食物,引

起孩子们的兴趣,引发幼儿深度学习。 

开展生活化的活动带动幼儿深度学习。生活化的活动立足

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学习,注重幼儿的学习体验。比如大班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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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活动“牙齿咔咔咔”,教学目标就是让孩子们了解不同动物牙

齿的特征和功能,可以根据这个活动开展更加深入的活动。让孩

子们利用废旧的材料,来制作自己最喜欢的动物的牙齿,围成一

个圆圈,让孩子们分别展示,合唱有关刷牙的儿歌,吸引孩子的

注意,让孩子们有正确的刷牙认知。生活化的活动,能够让孩子

们在小活动中学到生活中的常识,并进行一定的拓展,从而推动

孩子们进行深度学习。 

提升幼儿园和教师们的教学水平推动幼儿深度学习。在幼

儿生活学习的阶段,重视孩子的发展,关键点除了孩子,还有幼

儿园和直接接触孩子们的老师。幼儿园不能把超前学习一年级

内容作为整个幼儿园生涯的重点,幼儿园的学习生涯应该重视

素质教育,注重德育、智育、美育、体育、劳动教育等各个方面

的平衡,让孩子各个方面都有接触,做好幼儿的阶段性评价,观

察孩子们的发展长板、兴趣爱好,对于孩子们更加有优势的部分,

做好引导,因材施教,培养孩子们深度学习的能力。幼儿园的领

导班子和老师应该时常自查,与同类型的人才进行交流,做好

孩子第一阶段学习的守护者,在第一阶段,就培养孩子们深度

学习。 

5 结语 

综上所述,活化生活理念,推动幼儿科学活动深度学习,更

多的就是注重幼儿的生活化活动,在生活化的学习中,去加深幼

儿深度学习的能力。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教师要让孩子们

在游戏和故事中去体会整个活动,激发孩子们的探索欲望,回到

家后,父母可以进一步探索孩子感兴趣的内容,让孩子的学习内

容进一步拓展。幼儿的发展既有文化特色,又有时代特色,其发

展是在每天的活动中进行不断建构的。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潜意识等都是孩子们进行良好学习的状态,虽然不知不觉,但是

对于孩子的影响却有可能是最深的。孩子们在情境中,进行自我

角色的转换,从学习的被动接受者变成学习的主动学习者,变成

学习的主人,主动参与。教师们作为幼儿学习的重要引导者,他

们的评价,也同样影响着幼儿的发展。言语评价和动作表达,给

与孩子们最温情的守护。评价这个方面不应该是泛泛而谈的“真

棒”“很聪明”,而应该是夸赞孩子的“进步”,应该是看到幼儿

的具体进步,相信孩子下一次会更好,引导孩子继续进步。激励

性的评价,有利于幼儿内在学习动机的激发,也关注到了孩子们

的发展性、思维模式和危机化解等,能够激发孩子方向明确的深

度学习。最后孩子们的反思和迁移,有利于推动孩子的思考,提

升孩子的兴趣,可以通过不同的问题,推动孩子深度学习。活化

生活理念,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安排科学活动,可以让孩子们学

会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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