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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幼儿园科学教育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幼儿园教师搜集实际生活中的教学资源丰富科学教育的教学内容，生活中的实际案例是科学
教育的教学内容，也是开展幼儿园科学教育的基础。本文通过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对幼儿园科学教育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几点建议，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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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教育理论中提出了三大主张分别为“教学做合一”

“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在幼儿园科学教育的教学过程中结合陶行

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对幼儿园科学教育的教学理念以及教学方法起到

了积极、良好的影响，幼儿园教师在进行科学教育的过程中注重以幼儿

实际生活中的教学资源对幼儿进行教学，并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设定

设定不同的学习环境，引导幼儿将科学教育中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

活中。 

1 关注幼儿日常生活，搜集教学资源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教育理论中提到“以生活为出发点进行教育，为

了更好的生活而进行教育”，以此启示在幼儿园科学教育中要以幼儿的实

际生活为出发点对幼儿进行教学。幼儿正处在对生活中事物认知的初始

阶段，天性活泼好动并对所有事物都充满好奇心，对陌生的事物有着较

强的学习渴望以及需求，同时，在幼儿好奇、感兴趣的大部分事物中都

具备相应的教育价值。因此，幼儿园教师应充分利用幼儿的天性，通过

关注幼儿感兴趣的事物设定相应的教学内容。 

2 幼儿园科学教育中结合生活教育理论的策略 
通过对幼儿科学教育的实际学习需求进行了分析，针对幼儿园科学

教育中结合生活教育理论的策略可从生活化科学教育、根据差异性调整

教学内容、充分发挥幼儿主体地位的优势等三个方面入手： 

2.1 对幼儿进行生活化科学教育 

在幼儿园科学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应紧密结合幼儿的实际生活，并通

过幼儿实际生活中的教学资源进行科学教育，以幼儿的实际生活经验作

为科学教育的教学基础，在科学教育的过程中，加入幼儿实际生活中接

触到的事物，建立幼儿熟悉的教学情境，使幼儿在熟悉的情境中对教学

内容进行探索。 

例如，在《毛毛找朋友》这一课的教学过程中，幼儿园教师可引导

幼儿进行教学材料自主搜集，生活中能够接触到或是常见的教学材料如

奶瓶、汗巾、衣服和鞋子等教学材料。通过幼儿接触过或是使用过的物

品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以摆弄或是观察的方式对教学材料进行探索，

以此使幼儿对教学材料以及教学内容产生情感共鸣，并体验、感悟探索

带来的乐趣。 

在这一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生活化科学教育的优势，幼儿园教师利

用幼儿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物品引导幼儿进行科学教育学习，在这一过程

中不仅可以有效调动幼儿在科学教育学习过程中的探索兴趣，还能完成

幼儿园教师设定的教学内容。 

2.2 根据幼儿的差异性，调整教学内容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教育理论中提到：“教书育人和种植花草树木是一

样的，应该先了解受教者的个性、特点，根据个体差异性进行不同教育，

这就是“因材施教”。”教学内容是展开科学教育的基础，当教学内容能

够调动幼儿探索兴趣的时候，幼儿才会主动、积极的参与到教学中，在

这一过程中幼儿园教师应对幼儿进行正确的引导，保证幼儿探索方向的

正确性，使幼儿对教学内容的探索更加积极主动，与此同时丰富幼儿的

科学教育知识。 

例如，在《我来帮你》这一课教学过程中，幼儿园教师应充分考虑

到幼儿之间的差异性特点，幼儿刚从小班升到中班，因此在教学内容应

使用更多小班幼儿喜欢的教学材料，如夹子、链条以及塑料片等，这些

教学材料幼儿通过观察就能够发现如何连接变长，同时在教学材料中还

应加入胶棒、纸片、塑料吸管以及曲别针等物品，使幼儿通过思考以及

操作将教学材料连接变长。 

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幼儿园教师应充分考虑幼儿之间存在的个体

差异性，并根据幼儿的差异性安排不同的教学材料，以达到每一名幼儿

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材料并完成科学教育探索的目的。 

2.3 充分发挥幼儿主体地位的优势 

陶行知先生特别注重教育过程中的实践，并在生活教育理论中提到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幼儿园科学教育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目标，

就是通过幼儿园教师引导使幼儿对科学进行有效的探索。 

例如，在《球的滚动》这一课教学过程中，幼儿园教师可通过提问

激发幼儿的探索兴趣，如““滚动”二字能让大家想起什么样的画面或是

事物？”通过提问引导幼儿回忆与滚动有关的事物或是画面，并有效调

动探索兴趣，幼儿园教师继续发起提问，如“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球进行

滚动？看看谁让球滚动的方法多？”以教学问题引导幼儿不断探索将球

滚动起来的方法。在这一探索教学完成后，幼儿园教师可通过教学问题

引导幼儿进行进阶探索，如“轻轻放球，再不给予球任何外力的情况下，

怎样让球进行滚动？”幼儿通过不断地尝试与探索最终发现，通过教学

材料或是地势环境制造斜坡让球进行滚动，将球放在斜坡中高的一处，

球就会往斜坡中低的一处进行滚动。 

在科学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幼儿主体地位的优势，幼儿园教

师通过教学问题引导幼儿进行自主思考以及自主探索，在这一实践过程

中不仅能够完成幼儿园教师设定的教学内容，还可以保证幼儿在科学教

育实践过程中的探索兴趣。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对幼儿园科学教育有着积极、

良好的影响。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实际需求以及天性特点，将科学教育

的教学模式生活化，以幼儿熟悉的事物进行教学引导，使幼儿在充满趣

味性的教学环境中进行学习、探索，获得科学教育知识的同时，享受轻

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使幼儿逐渐喜欢上科学教育，并实现幼儿园科学

教育中结合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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