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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作为幼儿科学启蒙的关键时期，幼师的教学手段要格外关注幼儿的学习需求。科学教育是现阶段幼儿学习过程中一项比较重

要的教育项目，其可以帮助幼儿形成科学的态度。生活化教学作为幼儿教学的主要方式，其本质是将生活引入教育，用教育学会生活，且生

活化教育符合幼儿的认知规律，贴近幼儿的日常生活。因此，幼师可以将科学教育生活化，从而帮助幼儿更快地领悟幼师的教学内容，促进

幼儿综合能力的自主发展。本文根据晨间活动、户外活动、区域活动三个方面进行幼儿园科学教育生活化处理策略。 

[关键词] 幼儿园；科学教育；生活化 

中图分类号：G613  文献标识码：A 

 

幼儿阶段的孩子认知能力极弱，幼师很难单纯依靠口头讲解帮助幼

儿理解科学知识。生活化教育作为幼师最常用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

中以幼儿日常生活为基础设计教学内容，以幼儿的日常经验为引导进行

科学知识的灌输。科学教育的本质便是对事物的发展特点以及规律的探

索，生活化教学能够更好地让幼儿投入到科学实践活动中，强化幼儿的

情感体验。 

1 科学晨间活动的生活化引导 

幼儿园的孩子们的好奇心比较的旺盛，对于周边事物总能够升起强

烈的探索欲望，同时幼儿对于自然界中的现象好奇心空前强烈，幼师可

以合理地利用幼儿的这一特性，为幼儿制定晨间科学活动开展计划。幼

师可以在班级中为幼儿规划一个“自然角”，这个自然角的作用是为幼儿

展示自然生态环境的景象，提高幼儿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促进幼儿热爱

自然环境思想的养成。 

例如：幼师在开展“我找到了春天”这一活动时，幼师可以鼓励幼

儿收集一些蚕宝宝，让幼儿们观察蚕宝宝的活动现象。这是幼儿就会发

出这样的疑问：“老师，蚕宝宝除了吃桑叶之外，他们还吃什么呀？”幼

师针对这个问题要避免直接给出幼儿答案，而是可以说：“那你和老师说

说，你觉得蚕宝宝除了吃桑叶之外还会吃什么呢？”针对这个问题幼儿

很难给出答案，这时幼师可以对幼儿说：“那老师准许你，让你每天带一

点你认为蚕宝宝可能会吃的食物到班级中，将这些食物喂给蚕宝宝，看

看他到底除了桑叶之外还吃什么，好不好？”班级中的幼儿们听到了幼

师的这个提议之后，在第二天就带来了家中各式各样的小零食，并将自

己手中的食物投喂给了蚕宝宝。同时每当幼师的教学活动结束之后幼儿

们都会时不时地聚集在自然角的周围，观察蚕宝宝的饮食活动，经过了

一段时间的观察，幼儿们终于确认了，原来蚕宝宝真的只吃桑叶而不吃

其他的食物。在观察结束之后，幼师通过在网上搜集的资料为幼儿们解

答为什么蚕宝宝只吃桑叶的疑惑，让幼儿变得更喜欢在自然角进行自然

科学的观察。 

2 科学户外活动的生活化引导 

幼儿的天性比较的活泼，经常会出现一些奇思妙想的行为，这样的

行为经常会体现在幼儿的日常活动当中，对于幼儿幼师而言，这些都是

可以发展成教学活动得良好条件。幼师针对幼儿的认知特点，为幼儿进

行针对性的活动规划。幼师的活动设计要从幼儿的认知能力出发，结合

幼儿发展规划目标的规定，把握好在设计教学活动过程中的“度”，在满

足幼儿天性发展的过程中，有效拓展幼儿的眼界，拉近与幼儿之间的距

离，培养幼儿对幼师的信任感。 

例如：幼师在带领幼儿进行户外教学活动时，经常会有幼儿指着天

空大喊“有飞机！”而其他的幼儿也会立刻地抬起小脑袋朝天上看去。幼

师针对幼儿对“飞机”的关注程度，对幼儿进行飞机相关知识的拓展。

在拓展的过程中幼师要避免对这些内容讲解得太过于深入，对幼儿的发

展造成负担。幼师要结合幼儿的认知发展情况为幼儿进行大致的内容讲

解。幼师在进行室内教学活动时，就可以为幼儿开展飞机的讲解，幼师

首先为幼儿展现一些飞机的图片，让幼儿能够了解到除了天上的常见机

型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飞机形态，每种飞机都有它们独属于自己特定

作用。然后幼师引导幼儿利用自己手边的工具，进行折纸飞机、画飞机

等的活动，让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自己的想象进行飞机形态的

构建，有的幼儿甚至将家中自己的飞机模型带到了课堂之中，幼师可以

引导这些幼儿根据自己所知道的信息在班级中进行分享。 

3 科学区域活动的生活化引导 

区域活动也是一种常见的幼儿活动形式之一，通过活动的开展幼师

有效促进幼儿认知的发展。生活化也是开展区域活动的一种主要方式，

通过引导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为幼儿进行科学知识的科普。在这

个过程中幼儿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自主性，提高幼儿对科学知识探索的兴

趣。幼儿的大多数认知经验都是来自生活，幼师引导幼儿对生活中的现

象进行仔细地观察，激发幼儿的科学探究兴趣，加强幼儿对世界的认识。 

例如：幼师在开展“沉浮试验”时，幼师在课前为幼儿准备一个生

鸡蛋、盛有清水的透明一次性杯子和一些盐、糖等。幼师在活动开始时

先不要告诉幼儿应该如何的操作，而是将这些材料摆放在幼儿的面前，

让幼儿根据自己的认知能力自由的摆放实验。有的幼儿在看到这些材料

时，首先将生鸡蛋拿在了手中，然后将这个生鸡蛋放在了盛有清水的杯

子中，幼儿们观察到生鸡蛋在盛有清水的水杯中慢慢地下沉，这时有幼

儿会说：“老师，我知道有一些东西放在清水里无法沉下去”，幼师鼓励

幼儿去寻找这样的材料，幼儿在得到老师的准许之后拿来了一块塑料积

木并把它放在了水中，果然积木并没有沉下去，而是浮在了水面之上。

幼师问幼儿：“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积木不会沉在水底呢？”幼儿回答说：

“我经常在家中看见妈妈洗我的玩具，在把玩具放在水中的时候很多都沉

在了水底，只有这种塑料的积木每次都浮在水面上。”这其实便是幼儿对

生活中科学知识的观察，幼师要及时加以引导，促进幼儿良好习惯的养

成。 

生活化的科学活动开展，让幼儿能够在教学中感受到科学变化的魅

力，让幼儿能够开拓自身的眼界。同时这样的活动也是在促进幼儿加强

对日常生活中的观察，让幼儿能够从生活中找寻到乐趣，促进幼儿的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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