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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导航

一、 单元目标

１ 初步明确科学与幼儿科学教育是什么。
２ 全面了解、 深刻领会幼儿科学教育的目标， 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教育建议。
３ 理解和掌握幼儿科学教育内容的范围及其内容的生成。
４ 学会选编幼儿科学教育的内容。
５ 掌握幼儿科学教育的基本途径与方法， 并能结合具体情况加以运用。

二、 学习建议

对于初中毕业起点的中职学生来说， 科学领域的活动设计相对比较难， 所以在学习

过程中可侧重引导其形成正确的幼儿科学教育观念。

理论基础

一、 科学与幼儿科学教育

（一） 科学

“科学” 一词在 《辞海》 中的解释是 “关于自然、 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 是社会

实践经验的总结， 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广义的科学正如 《辞海》 的另一解

释， 是关于自然、 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 而狭义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 是揭示自然

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 不是静态的知识体系， 而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和开放的知识体系。
科学的本质不在于认识已经被证实的真理， 而在于探究真理， 其内涵包括科学知识、 科



学过程、 科学态度三个基本要素。

（二） 幼儿科学教育

幼儿科学教育是指幼儿在教师的指导下， 契合幼儿的认知特点， 采取直观感知、 亲

身体验、 实际操作的形式， 促使幼儿通过活动对客观世界进行感知、 观察、 操作， 发现、
提出问题并寻找答案的探索过程， 其目的是发展幼儿对周围事物和现象的好奇心， 培养

幼儿参与科学探索活动、 科技制作活动的兴趣， 激发幼儿的求知欲， 帮助幼儿形成科学

素养。 幼儿科学教育包括科学探究与数学认知两部分， 因两部分各有其侧重， 所以在本

书的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探讨科学探究， 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探讨数学认知。

（三） 幼儿科学教育的特性

幼儿在原有经验和思维水平的基础上通过直接经验来认识事物， 形成幼儿期独有的

“天真幼稚的理论” 和 “非科学性的知识经验”。 幼儿总是用原有经验解释事物， 如教师

说小朋友喝开水对身体好， 幼儿就会用开水去浇花。 幼儿科学教育不应该等同于以往的

常识教育， 也不应该只是加上些新内容和动手操作的常识教育。 幼儿科学教育应成为引

发、 支持和引导幼儿主动探究， 并获取有关周围物质世界及其关系的经验的过程， 其基

本特性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 目标的长远性

目标的长远性， 即追求有益于幼儿终身发展的大目标， 注重幼儿乐学和会学的教育

目标与价值， 强调培养幼儿内在的学习动机和兴趣， 发展幼儿不断学习的能力。
２ 内容的生活化和生成性

内容的生活化和生成性， 即教育内容是幼儿自己当前想要知道的内容和解决的问题。
教师要善于发现、 利用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和想要探究的问题及喜欢的内容， 生成科学教

育活动； 要善于发现、 保护和培植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兴趣。
３ 过程的操作性

过程的操作性， 即幼儿通过操作验证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从教师处直接获得答案。
如教师引导幼儿配色时， 先调动幼儿原有的经验， 充分猜想哪些颜色合起来会变成绿色。
幼儿充分猜想和预测后， 教师再鼓励幼儿按自己的想法去操作。 操作的结果将强化 （如
果结果与预想的一致） 或调整 （如果结果与预想的不一致） 其原有认识。

４ 结果的经验性

结果的经验性， 即幼儿科学教育不强求幼儿说出准确的科学概念， 而是强调让幼儿

亲身经历探究和发现过程， 获得有关的经验。 如在引导幼儿认识风时， 教师不强求幼儿

说出 “空气流动产生风”， 而是引导幼儿发现和感受到风可以吹走衣服、 帽子、 纸张等。
幼儿科学教育的核心是激发探究兴趣， 体验探究过程， 发展探究能力。 幼儿的思维

特点是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 成人要善于发现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 充分利用各种教育

契机， 引导幼儿通过观察、 比较、 操作、 实验等方法， 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帮助其不断积累经验， 获得广泛的科学经验并促进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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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幼儿科学教育的目标及教育建议

幼儿科学教育的目标概括起来就是让幼儿亲近自然， 喜欢探究， 具有初步的探究能

力， 在探究中认识周围事物和现象。 教育目标是根据幼儿的一般发展水平制定的， 由于

幼儿生活环境不同、 发展速度不同， 故教师要根据本班幼儿的实际发展水平， 周密思考，
酌情使用教育方法， 切忌生搬硬套。

（一） 亲近自然， 喜欢探究———情感态度目标

科学教育不能以牺牲兴趣为代价， 要高度重视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兴趣， 其首要目

标是引导幼儿对最感兴趣的自然、 生活中的事物进行科学探究。 ３－６ 岁幼儿的爱好特点如

表 １－１ 所示。

表 １－１　 ３－６ 岁幼儿的爱好特点

３－４ 岁 ４－５ 岁 ５－６ 岁

１ 喜欢接触大自然， 对周围

的很多事物和现象感兴趣

２ 经常问各种问题或好奇地

摆弄物品

１ 喜欢接触新事物， 经常问

一些与新事物有关的问题

２ 常常动手动脑探索物体和

材料， 并乐在其中

１ 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总是刨根

问底

２ 能经常动手动脑寻找问题的答案

３ 在探索中有所发现时感到兴奋和

满足

针对表 １－１ 给出如下教育建议。
１ 经常带幼儿接触大自然， 激发其好奇心与探究欲望

（１） 为幼儿提供有趣的探究工具， 用自己的好奇心和探究的积极性感染和带动幼儿。
（２） 和幼儿一起发现并分享周围新奇、 有趣的事物或现象， 寻找问题的答案。
（３） 通过拍照和画图等方式保留和积累有趣的探索与发现。
２ 真诚接纳、 多方面支持和鼓励幼儿的探索行为

（１） 认真对待幼儿的问题， 引导他们猜一猜、 想一想， 有条件时和幼儿一起做一些

简易的调查或有趣的小实验。
（２） 容忍幼儿因探究而弄脏、 弄乱甚至破坏物品的行为， 引导他们在活动后收拾整

理物品。
（３） 多为幼儿选择一些能操作、 多变化、 多功能的玩具材料或废旧材料， 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 鼓励幼儿拆装或动手自制玩具。

（二） 具有初步的探究能力———技能目标

获得探究能力是幼儿在 “科学探究” 领域的关键目标。 从探究过程来看， 幼儿会经

历提出问题、 观察探索、 思考猜测、 调查验证、 收集信息、 得出结论、 合作交流等基本

环节 （不同年龄幼儿的完整细致程度和深度不同）。 探究方法主要有观察、 比较、 分类、
概括、 分析、 实验验证、 计划和实施调查、 记录和收集信息等。 幼儿运用不同的探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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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历了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从而获得探究能力。 ３－６ 岁幼儿的探究

能力特点如表 １－２ 所示。

表 １－２　 ３－６ 岁幼儿的探究能力特点

３－４ 岁 ４－５ 岁 ５－６ 岁

１ 对感兴趣的事物能仔细观

察， 发现其明显特征

２ 能用多种感官或动作去探

索物体， 关注动作所产生

的结果

１ 能对事物或现象进行观察

比较， 发现其相同与不同

２ 能根据观察结果提出问题，
并大胆猜测答案

３ 能通过简单调查收集信息

４ 能用图画或其他符号进行

记录

１ 能通过观察、 比较与分析， 发现

并描述不同种类物体的特征或某

个事物前后的变化

２ 能用恰当的方法验证自己的猜测

３ 在成人的帮助下能制订简单的调

查计划并执行

４ 能用数字、 图画、 图表等符号进

行记录， 并与他人合作和交流

针对表 １－２ 给出如下教育建议。
１ 有意识地引导幼儿观察周围事物， 学习观察的基本方法， 培养观察与分类的能力

（１） 支持幼儿自发的观察活动， 对其发现表示赞赏。
（２） 通过提问等方式引导幼儿思考并对事物进行比较观察和连续观察。
（３） 引导幼儿在观察和探索的基础上， 尝试进行简单的分类、 概括， 如根据运动方

式给动物分类， 或根据生长环境给植物分类， 或根据外部特征给物体分类等。
２ 支持和鼓励幼儿在探究的过程中积极动手动脑寻找答案或解决问题

（１） 鼓励幼儿根据观察或发现提出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 或成人提出有探究意义且

能激发幼儿兴趣的问题。 例如， 皮球、 轮胎、 竹筒等物体滚动时都走直线吗？ 怎样让橡

皮泥球浮在水面上？
（２） 支持和鼓励幼儿大胆联想、 猜测问题的答案， 并设法验证。 例如， 玩风车时，

鼓励幼儿猜测影响风车转动方向及速度快慢的原因和条件， 并进行验证。
（３） 支持、 引导幼儿学习用适宜的方法探究和解决问题， 或为自己的想法收集证据。

例如， 想知道院子里有多少种植物， 可以进行实地调查。
３ 鼓励和引导幼儿学习做简单的计划和记录， 并与他人交流分享

（１） 和幼儿共同制订调查计划， 讨论调查对象、 步骤和方法等， 也可以和幼儿一起

设法用图画、 箭头等标识呈现计划内容。
（２） 鼓励幼儿用绘画、 照相、 做标本等方式记录观察探究的过程与结果， 注意要让

记录有意义， 通过记录帮助幼儿丰富观察经验、 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分享发现。
（３） 支持幼儿与同伴合作探究和分享交流， 引导其尝试整理、 概括自己探究的成果，

体验合作探究和发现的乐趣。
４ 帮助幼儿回顾自己的探究过程

与幼儿一起讨论自己做了什么， 怎么做的， 结果与计划目标是否一致， 分析原因及

下一步要怎样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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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探究中认识周围事物和现象———知识目标

幼儿在对动植物、 物质与材料、 季节与天气、 科技与环境等事物的感知、 体验、 探

究和发现的过程中获得对事物的认知。 ３－６ 岁幼儿的认知能力特点如表 １－３ 所示。

表 １－３　 ３－６ 岁幼儿的认知能力特点

３－４ 岁 ４－５ 岁 ５－６ 岁

１ 认识常见的动植物， 能注

意并发现周围动植物的多

样性

２ 能感知和发现物体与材料

的软 硬、 光 滑 和 粗 糙 等

特性

３ 能感知和体验天气对自己

生活与活动的影响

４ 初步了解体会动植物和人

类生活的关系

１ 能感知和发现动植物的生

长变化及其基本条件

２ 能感知和发现常见材料的

溶解、 传热等性质或用途

３ 能感知和发现简单物理现

象， 如物体形态或位置变

化等

４ 能感知和发现不同季节的

特点， 体验季节对动植物

和人的影响

５ 初步感知常用科技产品与

自己生活的关系， 知道科

技产品有利也有弊

１ 能察觉到动植物的外形特征、 习

性与生存环境的适应关系

２ 能发现常见物体的结构与功能之

间的关系

３ 能探索并发现常见的物理现象产

生的条件或影响因素， 如影子、
沉浮等

４ 感知并了解季节变化的周期性及

变化的顺序

５ 初步了解人类与自然的密切关系，
知道尊重和珍惜生命， 保护环境

针对表 １－３ 给出如下教育建议。
１ 支持幼儿在接触自然、 生活事物和现象的过程中积累有益的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

（１） 和幼儿一起通过户外活动及参观考察、 种植和饲养活动， 感知生物的多样性、
独特性以及生物生长发育、 繁殖和死亡的过程。

（２） 给幼儿提供丰富的材料和适宜的工具， 支持幼儿在游戏过程中探索并感知常见

物质、 材料的特性和结构特点。
２ 引导幼儿在探究中思考， 尝试进行简单的推理和分析， 发现事物之间明显的关联性

（１） 引导 ５ 岁以上幼儿关注和思考生物的外部特征、 习性与生活环境对生物生存的

影响， 如兔子的长耳朵具有自我保护的作用、 植物种子的形状有助于其传播。
（２） 引导幼儿根据常见物质、 材料的特性和结构特点， 推测和证实它们的用途， 如

带轮子的物体方便移动等。
３ 引导幼儿关注和了解自然、 科技产品与人们生活的密切关系， 逐渐懂得热爱、 尊

重、 保护自然

（１） 结合幼儿的生活需要， 引导其体会人与自然、 动植物的依赖关系， 如动植物、
季节变化与人们生活的关系， 以及常见灾害性天气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影响等。

（２） 和幼儿一起讨论常见科技产品的用途和弊端， 如汽车等交通工具给生活带来的

方便和对环境的污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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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幼儿科学教育的内容

幼儿科学教育活动的内容包括关爱、 探究身边的有生命物质、 无生命物质及其与人

们生活的关系。

（一） 生命科学知识

植物、 动物、 菌类、 原生生物和细菌这五大类的地球生命体组成了生物界。 在学前

教育阶段主要涉及其中的植物和动物两大类。 幼儿通过直接接触生命体， 理解生命体的

特征、 生命周期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以及个体如何维系和延续； 认识几种珍稀动植物，
知道它们数量减少的原因， 懂得保护野生动植物。

幼儿教师在设计认识生物的活动内容时， 可从食物链的角度去设计： 该生物与其他

生物之间有什么关系、 吃什么、 怎样吃、 怎样避免被吃， 与哪些生物是朋友关系， 与哪

些生物是天敌关系等； 也可以从结构与功能间的关系角度设计： 它长什么样、 有什么用

处等； 还可从生长的角度设计： 它们是怎样长大的、 它们的生长需要什么条件等。 具备

条件的幼儿园可以通过科学小实验帮助幼儿理解相关内容。
１ 植物

植物是具有细胞壁、 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自养生物， 大部分的植物会利用光能将二

氧化碳、 水等无机物合成有机物并释放氧气。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植物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１） 探索植物的多样性， 观察常见植物的特征， 了解其组成部分的特征和功用。
①知道植物是多种多样的， 地球上已知的植物大约有 ４０ 万种。
②能够利用植物进行各种观察与实验。
③认识一些常见的花卉、 树木和蔬菜， 知道它们的名称和外形特征。
④知道植物是由根、 茎、 叶、 花、 果实、 种子六个部分组成的， 初步了解各部分的功能。
⑤知道植物有不同的繁殖方式， 如种子繁殖、 孢子繁殖等。
（２） 探究植物的生长与环境的关系。
①了解植物生长的必要条件是阳光、 空气、 水、 温度。
②知道利用与保护植物可以净化环境。
③观察生长在不同环境下的植物的形态特征。
④了解植物的形态特征与所处地理环境的关系。
⑤了解观察植物形态的季节变化， 了解植物形态与季节变化的关系。
⑥学习管理和照顾植物。
２ 动物

动物一般能自由运动并通过摄食获取能量， 包括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等。 目前已

知的动物有 １２０ 多万种， 分布于水域、 山地、 草原、 沙漠、 森林等各种环境中。
幼儿科学教育所说的动物是指除人类之外的动物， 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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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知道动物有很多种类， 如家禽、 家畜、 野兽、 鸟、 鱼、 昆虫等。
（２） 知道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外部特征， 有毛无毛、 有角无角等。
（３） 认识动物的共同特征， 如是有生命的， 需要水、 空气和食物维持生命。
（４） 了解生活在不同地方的动物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性、 行为方式、 繁殖方式等。
（５） 了解动物对其生活环境的适应， 如改变身体结构、 行为方式等。
３ 人类

人类属于哺乳动物， 为了增加营养、 补充能量， 需要呼吸新鲜空气、 摄取动植物等

作为食物。 人体是一部美妙的机器， 每天呼吸约 ２ ３ 万次， 眨眼约 ９０００ 次， 心跳约 １０ 万

次， 成人有 ２０６ 块骨头、 ６３９ 块肌肉， 具有视觉、 听觉、 触觉、 嗅觉、 味觉五种感觉。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人体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１） 人体的结构、 功能及保护措施。
①观察人体的结构、 活动、 功能及保护措施。
②感受、 体验、 探索人体内部主要器官的活动和功能。
（２） 人的心理活动。
①感受、 体验、 表现自己的情绪， 如高兴、 难过、 恐惧、 愤怒等。
②知道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情绪感受和体验， 表现为不同的表情。
③观察、 体验和理解同伴的情绪， 知道不同表情、 动作的含义。
④学习适当地表现或控制自己的情绪。
⑤发展积极的情绪， 疏导不良情绪。
（３） 个体的生命过程 （生长、 发育和衰老）。
①初步知道自己出生、 成长和发育的条件。
②观察人出生、 成长和衰老的过程， 懂得尊老爱幼。
③初步知道生命是一个客观的过程， 生命是最宝贵的， 懂得珍惜和爱护生命。

活动设计

我的脸 （小班）
活动目标

１ 感受、 探索、 感知五官的特点。
２ 培养对五官的爱护意识。
活动准备

１ 镜子， 不同触感的玩教具， 各种气味和滋味的食品， 可以发出声音的物品 （小铃、
沙锤、 手鼓等）。

２ 眼罩、 口罩、 耳塞若干。
３ 空白的脸谱图片一个， 与之匹配的五官配件若干。
４ 多媒体设备。
活动过程

１ 激发兴趣。
师： 我们的小脸上有什么？ （幼儿讲述， 出示空白的脸谱图片）

700第一单元　幼儿科学教育概述 　



师： 它们长在小脸的什么地方？ （幼儿讲述， 在空白的脸谱图片上摆放五官）
教师引导幼儿念儿歌， 并对应歌词做动作。
儿歌： 小小鼻子本领强， 长在脸的最中央。

鼻子上面是眼睛， 鼻子下面是嘴巴。
耳朵耳朵最听话， 长在我的头两旁。

小结： 我们的小脸上有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２ 操作探索。
师： 我这里有许多好玩的东西， 你可以自己找一个地方， 用你的小耳朵去听一听、

小眼睛去看一看、 小鼻子去闻一闻、 小嘴巴去尝一尝， 看看有什么秘密。 （注意引导幼儿

运用各种感官感受探索， 幼儿自主选择物品探究， 感知五官的特点）
３ 交流协调。
师： 刚才你玩了什么？ 你是怎么玩的？ 你用什么玩的？ （引导幼儿进行自主探究）
小结： 我们的小眼睛会看东西、 小鼻子能闻味道和呼吸、 小耳朵可以听声音、 小嘴

巴会吃东西和说话， 它们的本领可真大！
４ 操作探索。
师： 如果没有了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猜猜会怎么样呢？ 这里有许多东西， 你

可以戴上试一试，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幼儿自主选择眼罩、 口罩、 耳塞等， 感受、 探

索五官的重要性）
５ 交流协调。
师： 戴上了这些东西， 感觉怎么样？ 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 （激发幼儿对五官的爱护

意识）
小结： 没有了眼睛、 鼻子、 嘴巴、 耳朵， 我们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它们！
拓展延伸

……

（二） 理化知识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的理化知识是指生活中简单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 如声、 光、
电、 磁、 浮力、 溶解、 酸碱反应等。 此外， 这部分也可以设计一些简单的涉及技术的任

务， 如杠杆、 滑轮等。 理化知识框架如图 １－１ 所示。
１ 声音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声音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１） 能辨别各种声音， 如动物的叫声、 流水的声音、 下雨的声音、 风吹树叶的声音、

人说话的声音等。
（２） 通过实验操作探索声音产生的原因， 如物体振动产生声音。
（３） 知道声音有不同的类别， 不同物体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４） 感受乐声、 噪声的区别， 懂得噪声的危害， 喜欢欣赏悦耳的声音。
（５） 知道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 声音能穿透许多物体进行传播， 不同频率的振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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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理化知识框架

生不同的声音。
（６） 养成正确的用嗓习惯， 不大声喊叫， 知道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音量发声是文

明礼貌的表现。

活动设计

奇妙的声音 （中班）
活动目标

１ 通过活动探索声音是如何产生的。
２ 知道不同材料的物体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
３ 用完整的语言讲述发现的结果。
４ 发展幼儿的听觉分辨能力， 激发幼儿的探索兴趣。
活动准备

１ 心理方面准备： 引导幼儿注意听辨生活中的各种声音， 如钟声、 电铃声、 喇叭声等。
２ 物质方面准备：
（１） 每组桌面上分别放置小鼓、 三角铁、 木鱼、 小铃、 圆舞板、 铃鼓、 锣、 尺子、 皮

筋、 塑料袋、 筷子、 吉他、 纸折的小青蛙等； 制作玩具 “传声筒” 所需要的道具和材料。
（２） 各种悦耳及刺耳声音的音频及多媒体设备、 两部手机、 厚毛巾、 玻璃罩、 玩具

“传声筒”。
活动过程

环节一　 感知声音

１ 播放各种声音的录音， 引起幼儿的兴趣。
师： 听一听， 这里有些什么声音？ 你喜欢听到什么声音， 不喜欢听到什么声音， 为

什么？ 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不同的声音， 你听过哪些声音？
（１） 提供各种物体， 引导幼儿通过观察和自主探究， 摆弄桌面上的乐器， 了解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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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声音的方法， 如敲、 摇、 碰、 拍、 弹、 晃等方法。
师： 请你试着用桌上的东西发出声音， 说说自己是用什么办法发出声音的？ （引导幼

儿尝试用各种方法使物体发出声音） 你让什么东西发出了声音， 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
（幼儿自由发言） 这些东西不振动时， 它能发出声音吗？ （幼儿自由发言）

（２） 实验操作， 相互交流分享经验。
师： 为什么敲击大鼓时会产生声音？ 敲击时大鼓的鼓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师： （出示一纸折的小青蛙， 并放在鼓上） 敲击大鼓时青蛙为什么会跳动？ 鼓面的振

动还可以通过手的触摸感知。 （引导幼儿实验感知）
师： 原来声音的产生是因为物体的振动， 请你说说你让什么物体发出了声音， 它振

动了吗？ 你是怎么感知到它的振动的？
小结： 这些物体不振动时不能发声。 当它被敲、 拍、 吹或拨时就能发出声音了。
（３） 再次实验， 探索和感受物体发声时产生的振动。
师： 现在请你想办法让这些东西发出声音， 同时， 请你用眼睛去看一看， 用手去摸

一摸， 然后告诉大家有什么新的发现？ （鼓励幼儿操作， 师幼共同交流分享新的发现）
小结： 我们发现， 这些跳动的、 晃动的、 发麻的现象和感觉都是因为这些东西发生

了振动， 所以物体发出声音的时候， 都发生了振动。
２ 通过操作活动， 让幼儿了解声音产生的原因。 教师做实验， 让幼儿了解声音与振

动的关系。 师幼共同得出结论：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而产生的。
环节二　 声带发声实验

师： 人说话的声音也是振动产生的吗？ 用手摸摸看， 发声时声带在振动， 不发声时声带不

振动， 这说明了什么？ （幼儿尝试将手放在喉咙处， 感受不发声和发声时各有什么感觉）
师： 如果要使正在发出的声音停止， 有什么好办法？ 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幼儿自主

发言）
活动延伸

出示玩具 “传声筒”， 给幼儿提供材料， 让儿童尝试用不同的纸盒制作传声筒， 引导

幼儿玩游戏 “悄悄对你说”， 鼓励他们利用自制传声筒对同伴说一句甜蜜的话。

２ 电

电是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不能因为电有危险就禁止幼儿接触和探索电的

现象， 相反， 要对其进行适当的教育。 这样既满足了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又能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幼儿的安全用电意识。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电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１） 了解摩擦产生静电现象， 形成对电的初步感知。
（２） 了解日常生活中电的来源， 在游戏或实验操作中探索电现象。
（３） 理解电的用途， 懂得安全用电的方法和处理触电事故的方法等。
（４） 知道废旧电池是有毒的， 不能随便丢弃。
（５） 通过简单的实验操作发现电能产生光、 声、 热、 磁和动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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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设计

自制手电筒 （大班）
活动目标

１ 在游戏和实验操作中探索电现象。
２ 通过简单的实验操作发现电能产生光。
活动准备

手电筒小灯泡、 电池、 剥去两端线皮的导线若干。
活动过程

将灯泡的金属底座与电池一端紧密接触。 取一段导线， 将导线的一端绕在灯泡的金

属底座上， 另一端用大拇指按在电池的另一端， 此时灯泡会发光， 若大拇指离开， 导线

跳起， 灯泡就灭了， 使用非常方便。
活动延伸

……

３ 热与温度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热与温度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１） 知道任何物体都有温度， 有的温度高， 有的温度低。
（２） 了解热传导现象， 有的传热快， 有的传热慢。
（３） 探究用什么办法可以使物体变冷或变热。
（４） 感知冷热， 探究夏天怎样散热， 冬天怎样取暖、 保暖。
（５） 尝试使用温度计测量温度。

活动设计

散热与吸热 （中班）
活动目标

１ 探究物体怎样吸热。
２ 尝试使用温度计测量温度。
活动准备

１ 相同的空罐头盒 ２ 个。
２ 温度计 ２ 支。
３ 黑色颜料、 白色颜料、 常温水。
活动过程

将一个罐头盒的外面涂成黑色， 另一个涂成白色。 在罐头盒里加入等量的水， 分别

插入温度计， 并排放在日光下暴晒。 每隔 １０ 分钟记录一次温度。
结果： 黑色罐头盒里的水温度升高得更快。
活动延伸

探究夏天怎样散热， 冬天怎样取暖、 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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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磁

磁的现象具有神秘和魔幻色彩， 易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和好奇心。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

磁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１） 了解磁铁的特征， 知道磁铁能吸住铁制的物品。
（２） 探索磁铁的特点， 如磁力的大小、 磁极的变化、 相吸相斥现象等。
（３） 通过游戏或实验操作， 了解磁力的作用点和物体运动之间的关系。
（４） 探索磁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活动设计

蝴蝶飞 （小班）
活动目标

１ 了解磁铁的特征， 知道磁铁能吸住铁制的东西， 并用语言表达出来。
２ 学习按一定标准对物品进行分类， 如是否能被磁铁吸住。
３ 激发幼儿对磁铁吸铁现象的探究兴趣。
４ 巧用积累的生活经验和学到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活动准备

铁， 磁性教具， 水壶， 玻璃球， 乒乓球， 线， 筷子， 塑料玩具， 塑料纽扣， 木块，
布条， 铁制物品 （如铁钉、 瓶盖、 铁片、 回形针、 螺丝帽、 钥匙、 硬币等）。

活动过程

１ 音乐导入。
播放音乐， 教师领做蝴蝶飞状进入活动室。 与幼儿交谈， 引出磁铁， 引导其观察磁铁。
师： 嘘！ 你们看， 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什么礼物？ （出示磁性教具花） 这花美丽吗？

（幼儿回答： 美丽） 多美的花啊， 看！ 把蝴蝶都引来了。 （出示磁性教具蝴蝶） 咦！ 怎么

这只蝴蝶落不到花上呢？ 引导 （幼儿观察这只蝴蝶教具， 发现问题） 对了， 这只蝴蝶的

背后有一个黑色的圆圈， 大家知道它的名字吗？ （对， 是磁铁， 小朋友们真聪明）
２ 探索操作。
环节一　 探索磁铁的特性

组织幼儿坐好， 每人拿一块磁铁， 通过操作活动探索和了解磁铁的特性。
师： 小朋友们， 为了更好地了解磁铁的特性， 老师为大家准备了一个 “百宝箱”， 大

家把桌子上的 “百宝箱” 打开， 用手中的磁铁吸一吸里面的东西， 看能够吸起些什么。
（让个别幼儿说一说吸起了什么， 这件东西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师： 这块能吸住别的东西的铁块， 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叫——— （引导幼儿说出磁铁

的名称） 现在你们试试， 磁铁能吸住哪些东西？ 把你的发现告诉大家。
幼儿： 磁铁能吸起铁片、 回形针……吸不起木块、 塑料纽扣……
师： 为什么磁铁能吸起铁片、 回形针， 吸不起木块、 塑料纽扣？
幼儿： 因为铁片、 回形针是铁的， 木块、 塑料纽扣不是铁的。 磁铁能吸起铁做的东

西， 而不能吸起木头、 塑料等其他东西。
教师总结： 磁铁能吸铁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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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二　 观察不同物体在水中的状况

师： 小朋友们， 现在我们把磁铁吸住的物体， 放到水盆里看看， 会出现什么现象？
（被磁铁吸起的物体都沉在水底）

师： 那把桌面上的东西都放到水盆里， 有什么现象出现呢？ （引导幼儿回答： 塑料做

的物体浮在水面）
师： 小朋友们真聪明， 来， 一齐鼓励一下自己。 （引导幼儿齐声： 嗨！ 嗨！ 嗨！ 我们

都是聪明娃！）
环节三　 引导幼儿巧用学到的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师： 小朋友们这么聪明， 今天老师遇到了一个难题， 你们能帮老师解决吗？ （引起幼

儿的好奇心） 教师出示教具 （玻璃瓶中有一个铁钉）。 教师说出要求： 在取瓶中的物体

时， 不能把瓶子倒过来， 也不能把手伸进去， 怎样才能把里面的铁钉取出来呢？ （教师准

备了线、 磁铁、 筷子、 水等， 让幼儿分组讲解一下取物的过程。 教师要及时鼓励孩子。）
３ 结束部分。
师： 小朋友，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 只要我们肯动脑筋、 想办法，

就一定能解决。
活动延伸

让幼儿课后与家长一起探索生活里哪些东西也有磁性。

５ 光与颜色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光与颜色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１） 认识自然光源和人造光源， 了解光的重要性。
（２） 探索光的反射和折射现象。
（３） 探索光和影子的关系。
（４） 探索颜色的现象， 如叠加和变化等。

活动设计

光和影子 （大班）
活动目标

１ 引导幼儿观察光通过不同物体产生的不同现象。
２ 通过各种探索影子的活动， 使幼儿发现光和影子的关系。
３ 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 培养幼儿对科学现象的兴趣及探索精神。
４ 使幼儿充分感受大自然带给自己的快乐。
活动准备

１ 知识方面准备：
（１） 知道镜子会反光。
（２） 知道产生影子所需的条件。
２ 物质方面准备：
（１） 白纸或白墙、 玻璃杯、 水、 牛奶、 手电筒或应急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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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透明与不透明的物品若干。
（３） 在晴天的户外场地上进行活动。
活动过程

１ 探究光的属性。
探究的问题：
（１） 什么能穿过玻璃杯？ （引导幼儿观察手电筒或应急灯的光可以穿过玻璃杯）
（２） 光线能穿过哪种液体？ （水和牛奶） （引导幼儿观察盛满清水的玻璃杯是透明

的， 光能穿过， 而牛奶不能被光穿过）
２ 探究光与影的关系。
（１） 找一找。
带领幼儿在户外找影子， 如树影、 房影、 人影等。 让幼儿在阳光下和阴暗处分别跑

一跑， 看看自己的影子， 对比后了解阳光下有影子， 阴暗处没有影子。 让幼儿说说怎样

才能产生影子。
（２） 想一想。
让幼儿想一想，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现过影子？ （在灯光、 火光、 月光、 手电光照

射下有影子） 请幼儿分别在灯光、 火光、 手电光照射下观察影子有什么不同， 想想这是

为什么？
（３） 画一画。
画影子： 早晨、 中午、 下午站在同一地点， 两人一组互相帮忙， 把地上的影子画下

来。 比一比自己与他人的影子是否相同？ 在三个不同时段， 自己的三个影子有什么变化？
想一想影子为什么会变？

（４） 玩一玩。
教师和幼儿一块玩踩影子游戏， 使幼儿明白影子可以随着物体的移动而移动。
出示手电筒或应急灯 （幻灯机、 投影仪也可以）， 教师和幼儿一块表演手影游戏， 激

发幼儿的探究兴趣， 让幼儿观察影子随着手形的变化而变化。 向幼儿提问： 为什么会产

生影子呢？ （通过幼儿自由发言， 体现探究的主动性和自主性）
（５） 议一议。
①人们利用光与影子的关系制造出了什么产品？ （幻灯机、 投影仪等）
②我们利用影子可以进行哪些活动？ （夏天乘凉、 踩影子游戏、 手影游戏、 皮影戏）
③通过活动使幼儿形成对影子的科学认识， 培养幼儿不怕黑夜的勇敢精神。
活动延伸

１ 在科学活动区内继续投放手电筒、 投影仪等， 引导幼儿继续观察光和影子的关系。
２ 引导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继续观察 “光和影子” 的有趣现象。
３ 户外活动时， 带领幼儿观察自己的影子， 玩踩影子的游戏。

６ 力和运动

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 幼儿虽然不知道这些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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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 但在生活中却处处和力打交道。 让幼儿探索这些内容主要是启发幼儿探索和思考

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经验， 从而发现其规律性。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力和运动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１） 感受力的大小， 探索、 发现力的方向、 力和运动之间的关系。
（２） 通过实验探索各种力 （地球引力、 浮力、 摩擦力、 风力和水力等） 的现象。
（３） 探索平衡的条件， 体验力的平衡， 如玩跷跷板、 天平等。
（４） 探索各种机械， 发现它们的作用， 如杠杆、 滑轮等。
（５） 探索省力的方法， 如使用轮子、 滑轮、 杠杆、 斜面、 机械等。

活动设计

沉与浮 （大班）
活动目标

１ 引导幼儿观察蔬菜、 水果在水中的沉浮现象， 使幼儿初步获得有关物体沉浮的

经验。
２ 激发幼儿探索科学的兴趣及求知欲望。
３ 引导幼儿探索调节蔬菜、 水果沉浮的方法， 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和操作能力。
活动准备

１ 实物苹果、 香蕉、 葡萄、 番茄、 茄子、 青椒、 黄瓜、 丝瓜、 土豆、 食盐若干。
２ 大水盆、 水、 小毛巾每组一份。
３ 自制记录卡、 笔、 各种蔬果小图片若干。
４ 辅助品： 泡沫、 卡纸、 绳、 锁、 铁片、 海绵、 纸杯、 小刀等。
活动过程

１ 猜一猜。
师： 小朋友， 猜一猜， 这些蔬菜、 水果哪些会沉， 哪些会浮？
２ 试一试。
师： 我们猜了这么多， 那它们到底谁会浮上来， 谁会沉下去？ 我们自己去试一试，

看结果和自己想的是否一样？
（１） 提出注意事项及要求。
①将蔬菜和水果逐一放入， 仔细观察， 把沉下去的放在一堆， 浮上来的放在另一堆。
②认真用简单图形记录蔬菜和水果在水中的位置。
③玩的时候要把袖子卷起来， 湿了就拿小毛巾擦一下。
（２） 幼儿操作时， 教师巡回观察， 并适时进行指导。
３ 议一议。
师： 现在谁愿意把你的发现讲给大家听听？
问题： ①为什么大的西红柿能浮起来， 而小小的葡萄却沉下去了呢？

②为什么一样大的黄瓜和丝瓜， 丝瓜能浮起来， 而黄瓜却沉下去了呢？
４ 做一做。
（１） 教师提出探究问题： 怎样让浮的蔬菜和水果沉下去， 让沉的蔬菜和水果浮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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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幼儿分组讨论， 发散思维， 探索改变蔬菜和水果沉浮的方法。
（３） 请幼儿说说自己运用了何种方法改变沉浮， 并再次重现自己的实验。
活动延伸

思考沉与浮现象在我们的生产、 生活中有哪些应用？

７ 化学反应

化学反应是分子破裂成原子， 原子重新排列组合生成新物质的过程。 在化学反应中，
常伴有发光、 发热、 变色、 生成沉淀物等， 判断一个反应是否为化学反应的依据是反应

是否生成新的物质。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化学现象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１） 了解简单的化学反应现象， 如碘酒和淀粉掺在一起会产生变色反应。
（２） 知道食物的霉变现象， 初步了解食物为什么会霉变及霉变的危害。

活动设计

除水垢 （大班）
活动目标

１ 使幼儿初步了解水垢的相关知识。
２ 培养幼儿对化学小实验的操作兴趣， 学习正确的操作方法。
３ 培养幼儿细致的观察能力及对实验现象正确表达的能力。
活动准备

白醋、 玻璃杯、 有水垢的水壶、 盘子若干。
活动过程

１ 引导幼儿观察水垢， 知道水垢对人们的危害。
（１） 观察水垢， 认识水垢。
教师手持有水垢的热水壶， 请幼儿轮流观察壶内的情况， 知道水壶内附着的就是

水垢。
（２） 请幼儿想一想、 说一说， 还在哪里、 什么容器里见到过水垢？
（３） 教师讲述水垢的危害。
水垢是水中的杂质和矿物质在水中被加热以后沉淀下来形成的。 水壶、 锅炉、 热水

瓶、 饮水机使用时间长了， 会结成一层水垢。 有了水垢， 水就不容易烧开， 会浪费燃料；
水垢的碎块如果被我们喝进身体里， 会损害健康； 工厂里的大锅炉如果水垢太多， 还会

有爆炸的危险。
２ 操作实验， 观察除垢过程。
（１） 让幼儿观察杯中的液体： 无色、 透明， 闻一闻气味， 知道杯中的液体是白醋。

教给幼儿闻液体的方法： 一只手扶住杯子， 另一只手在杯口轻轻扇动， 再用鼻子闻飘出

杯口的气味。
（２） 让幼儿观察盘中的水垢： 黄色的粉状或块状。
（３） 让幼儿将白醋加入装有水垢的盘内， 观察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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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让幼儿讲述自己观察到的情况。
教师小结： 白醋和水垢放在一起， 水垢会产生气泡， 渐渐变小， 这种变化叫化学

反应。
３ 请幼儿说说， 还知道哪些除水垢的方法， 哪一种最省力、 最好用。
活动延伸

让幼儿回家后把除水垢的方法告诉家长， 协助家长对家里的饮水设备进行除垢。

知识链接

巧 写 密 信

１ 倒一些醋， 把生锈的铁钉放进去。
２ 用牙签蘸着铁锈水， 在纸上写下你想写的话， 或画个图案。
３ 一段时间后， 铁锈就溶解到了醋里。
４ 信干之后就成了一张白纸。
５ 看的时候需要在纸上涂些茶水， 就能显出蓝黑色的笔迹。
解谜： 铁锈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铁， 它与醋酸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无色的醋酸铁。 纸

上的字迹是酸性的， 而茶水是碱性的， 故又能进一步与醋酸铁反应， 起变化的地方就能

让我们看到了。

（三） 天文地理

天文地理知识可以激发幼儿对我们生存空间的兴趣， 鼓励他们探索宇宙的奥秘， 探

索地形地貌、 季节变化、 昼夜更替等自然现象。 幼儿教师在学前期不必向幼儿解释各种

抽象的天文地理知识， 只需让幼儿通过直接观察获取相关的经验， 探索某些自然现象与

人类生活的关系， 了解一些运用于日常生活中的规律即可。
１ 天文现象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天文现象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１） 知道地球存在于宇宙中， 适当向幼儿介绍宇宙中的星球， 认识日、 月、 星、 辰。
（２） 知道为什么白天看得见太阳而夜晚看不见， 获得公转和自转的感性经验。
（３） 观察朝阳和夕阳， 知道太阳是恒星， 是一个发光、 发热、 燃烧着的巨大火球。
（４） 知道月球不会发光， 是地球的卫星； 观察什么时候月圆， 什么时候月缺。
（５） 适当了解人类在宇宙中的活动， 如宇航员、 宇宙飞船等相关知识。

活动设计

地球的故事 （中班）
活动目标

１ 让幼儿了解地球的概况， 知道地球是由陆地和海洋组成的。
２ 让幼儿知道七大洲的名字、 地理位置、 特征等。
３ 培养幼儿探索问题、 独立思考和动手操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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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准备

知识方面准备： 幼儿对世界上一些常见的国家已有一定的了解。
物质方面准备：
１ 立体世界地图。
２ 课件 《地球板块变化图》。
３ 自制橡皮泥 （主要材料包括面粉、 盐、 油、 水、 食用色素）、 盘子若干。
４ 中国、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俄罗斯等国家的小国旗插件。
活动过程

１ 了解地球。
地球的表面由七大块陆地和大片的海洋组成， 七大块陆地称为七大洲， 分别是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非洲、 大洋洲、 南极洲； 大片的海洋包括四大洋， 分别是北冰

洋、 大西洋、 太平洋、 印度洋。 出示立体世界地图， 引导幼儿观察并尝试说出组成地球

表面的陆地和海洋的名称。
２ 认识七大洲。
演示课件 《地球板块变化图》， 用讲故事的形式帮助幼儿理解七大洲与地球的关系

（七大洲从属于陆地， 陆地从属于地球）。
故事梗概： 地球有七个孩子， 其中， 欧洲和亚洲是一对双胞胎兄妹， 大家亲密地住

在一起。 有一天， 七个孩子决定分家， 欧洲和亚洲首先分开， 然后是非洲、 北美洲、 南

美洲、 大洋洲和南极洲。 然后这些洲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国家， 但是南极洲因为太冷，
所以没有国家。

演示提问： 地球有几个孩子？ 它们的名字各是什么？ 这些洲有没有自己的孩子？ 尝

试说说这些洲有哪些孩子。
最后， 启发幼儿运用自制橡皮泥和水制作地球的七个孩子和海洋， 并将小国旗插件

放在正确的大洲上。
活动延伸

了解陆地的概况 （高山、 湖泊等） 和海洋的概况 （海岛、 火山等）， 尝试用橡皮泥

表示。

２ 气候和季节现象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气候和季节现象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１） 了解气候和季节是人类、 动植物生存的重要因素。
（２） 观察各种天气现象： 风、 霜、 雨、 雪、 云、 闪电、 冰雹、 彩虹等， 并学会记录。
（３） 认识四季的名称， 观察其变化， 感受并了解各个季节的典型特征。
（４） 初步了解季节变化和人类、 动植物的关系， 以及人如何适应季节变化等。

810 　 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科学



活动设计

云 （大班）
活动目标

１ 引导幼儿观察空中的云， 了解云的颜色、 形状是多变的， 并学会记录。
２ 引导幼儿初步了解云会变成雨、 雪等落下来。
３ 引导幼儿认识云的形成条件， 获得气流变化的直接经验。
４ 培养幼儿关注和探索天气现象的兴趣。
活动准备

热水、 白纸、 笔、 空牛奶瓶、 能够盖住牛奶瓶口的冰块。
活动过程

１ 观察云。
（１） 带领幼儿到室外观察天上的云。
师： 请你们看看现在天上的云， 它是什么颜色、 什么形状的？ 像什么？ （幼儿自由讨

论）
师： 云会不会移动？ 怎样移动？ （引导幼儿注意观察云的位置移动等变化） 想一想，

云为什么会移动？
（２） 引导幼儿认识云的多变性。
师： 云像什么？ 你们见过什么样的云？ 分别说说现在天上的这些云像什么？ （引导幼

儿观察天上的云， 分别说说天上的云像什么， 并把它画下来）
师： 云会不会变成其他的样子？ 你有没有见过别的云？ 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时候见

到的？ （幼儿自由讨论， 如下雨前的乌云、 阴天时的云、 傍晚时的云等） 为什么会有各种

各样的云呢？ （让幼儿充分讨论猜测后， 向幼儿介绍不同的云是和天气有关系的）
师： 谁知道云会变成什么？ （让幼儿充分讨论、 猜测后向幼儿介绍天上下的雨就是云

变成的， 冬天下的雪也是云变成的）
２ 制作云。
向牛奶瓶里加入少许热水， 用冰块盖住瓶口， 就会发现在瓶内上半部形成了云。 （让

幼儿动手操作， 仔细观察， 形成直观经验）
活动延伸

……

３ 无生命物质

除了生命形态的物质之外， 世界上还有岩石、 沙、 土壤、 水、 空气等无生命的物质，
它们都是相互联系的。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无生命物质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１） 固态物质。
①了解沙、 土、 石等不同形态的固态物质。
②开展沙、 土、 石相关的科学小实验活动， 探究固态物质的特性。
③了解固态物质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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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设计

水位的变化 （大班）
活动目标

１ 使幼儿初步感知沉入水中的物体体积越大、 水位升得越高这一现象。
２ 引导幼儿学习实验记录的方法。
活动准备

量杯、 玻璃瓶 （若干不同规格）、 有色橡皮筋。
活动过程

１ 探究活动一。
探究的问题： 将两个质量相等、 体积相同的瓶子分别沉入量杯中， 水位有什么

变化？
（１） 猜一猜。
下面哪句话是正确的？
“一样大、 一样重的瓶子分别沉入量杯中后， 水位一样高低。”
“一样大、 一样重的瓶子分别沉入量杯中后， 水位一个高、 一个低。”
（２） 试一试。
让幼儿将两个瓶子同时沉入两个装有同样多水的量杯中， 用橡皮筋标出水面升高的

位置。
（３） 说一说。
两个瓶子沉入水中后， 两个量杯中的水面高度是一样的。
２ 探究活动二。
探究的问题： 将两个重量相等、 体积不同的瓶子沉入量杯中， 水位有什么变化？
（１） 猜一猜。
下面哪句话是正确的？
“大瓶子沉入量杯中， 水面上升得高。”
“两个瓶子一样重， 水面上升得一样高。”
（２） 试一试。
幼儿取出体积不一样、 重量相等的瓶子， 同时将它们沉入两个量杯中， 用橡皮筋标

出水面升高到的位置。
（３） 说一说。
大瓶子沉入量杯中， 水面上升得高。
３ 探究活动三。
探究的问题： 将两个体积相同、 重量不同的瓶子沉入量杯中， 水位有什么变化？
（１） 猜一猜。
下面哪句话是正确的？
“重的瓶子沉入量杯中， 水面上升得高。”
“两个瓶子一样大， 水面上升得一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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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一试。
幼儿将两个瓶子同时沉入两个量杯中， 用橡皮筋标出水面升高到的位置。
（３） 说一说。
两个瓶子虽然不一样重， 但一样大， 水面上升得一样高。
（４） 想一想。
如果所放的瓶子不能完全沉入水中， 水面会不会升高呢？
注意事项

每个小实验前， 教师应指导幼儿调整量杯中的水位， 使其一致， 这样才便于比较实

验结果。
课外延伸

……

（２） 液态物质。
这里所说的液态物质主要是指水。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水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①知道水是无色、 无味、 无臭的。
②知道水有沸点与冰点， 形态可以转变。
③了解水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
④了解水的特性， 如溶解、 渗透等。
⑤了解什么东西能浮在水面上， 什么东西会沉入水底， 获得关于水的重力和浮力的

经验。
⑥了解自然界中的各种水源———江、 河、 湖、 海等。
⑦知道地球上的水资源是有限的， 懂得保护水资源， 了解节约用水。

活动设计

水的秘密 （小班）
活动目标

１ 使幼儿在观察讨论、 动手实验的过程中了解水的特性。
２ 使幼儿乐于表达自己的发现， 并懂得保护水。
活动准备

１ 两个金鱼缸 （一个缸装水， 内有一条金鱼； 一个缸装米， 内有塑料彩珠）， 一盆清

水， 每组一份白糖、 盐、 沙、 石子、 绿豆。
２ 人手一只塑料小篮、 一只有洞的塑料袋、 一个有洞的小容器、 半玻璃杯清水、 一

条毛巾。
活动过程

１ 活动导入。
（１） 出示一杯清水。
师： 瞧， 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好朋友———水。 它的秘密可多啦， 现在就让我们

一起去探索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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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让幼儿猜猜水里、 米里有什么？
师： 小朋友们， 看看这两个金鱼缸， 一个缸内装的是水， 一个缸内装的是米， 你们

知道水里、 米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吗？ （请幼儿说说自己的发现）
（３） 教师从米里拿出塑料彩珠。
小结： 水是无色透明的， 能看见水里的物体； 米不透明， 看不见里面的物体。
２ 实验操作。
（１） 盛水游戏。
师： 老师给小朋友准备了有洞的小容器、 塑料袋、 小篮子、 请你们选一样来盛水，

看看会怎样？ （幼儿动手操作后发现： 小容器里的水跑回了盆里； 小篮放到盆里时里面有

水， 拎起小篮时， 水没了； 塑料袋里的水流回盆里了， 盛不住）
小结： 水会流动。
（２） 溶解实验。
师： 请小朋友从桌上的白糖、 盐等东西中取几样放入你的半玻璃杯清水中， 再轻轻

搅拌， 看一看， 你会发现什么。
幼儿尝试操作， 教师巡回指导。 引导幼儿仔细观察水的颜色及物质在水中的变化。

建议幼儿相互交流实验结果。
师： 谁来告诉大家， 在实验中， 你发现了什么。
幼： 糖、 盐放在水中没有了， 沙子、 绿豆、 石子还在水里。
小结： 糖、 盐放入水中不见了， 是因为被水溶解了。
师： 生活中， 你还见到过哪些东西能被水溶解？ （幼儿回答： 果珍、 味精、 咖啡、 冲

剂……）
３ 引导幼儿保护水。
师： 水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也是小金鱼的家， 看， 小金鱼在清水中游得多欢快呀。

可我们经常在电视里或生活中看到一些河水发黑、 发臭， 鱼儿都死了， 也影响了人们的

生活，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水。 那么该怎样保护水呢？
幼： 不把脏东西丢进河里； 污水不能排放到河里……
师： 小朋友的办法可真多， 好了， 现在我们把刚才水杯里的水倒进水桶里， 可千万

不能乱倒呀， 以后看到有污染水、 浪费水的现象， 要告诉别人怎样保护水， 让所有人都

知道保护水的重要性。
活动延伸

……

（３） 气态物质。
气体是物质的一个态， 它可流动、 可变形、 可扩散， 其体积不受限制。 气态物质的

原子或分子相互之间可以自由运动。 幼儿科学教育中的气态物质不限于气体， 也包括在

常温下不一定是气态的物质， 如水蒸气。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气态物质的内容包括以下

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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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知道空气看不见、 摸不着， 但却真实存在。
②通过科学小实验探索和发现空气的流动， 如风的现象。
③知道空气是各种生命体存在的重要条件， 没有了空气， 万物将不能生存。
④体验、 感受空气的重要性， 培养环保意识。

活动设计

洁净的空气 （大班）
活动目标

１ 引导幼儿知道空气对人类、 动植物的重要性。
２ 引导幼儿知道空气被污染后的各种危害。
３ 培养幼儿的环保意识。
活动准备

１ 知识方面准备： 幼儿已经了解了人类和动植物生存的必要条件。
２ 材料方面准备： 幼儿、 家长和教师一同收集的有关空气的资料 （以视频为主）。
活动过程

１ 体验活动。
教师出示地球仪， 激发幼儿对活动的兴趣。
师： 你们看， 今天老师带来了什么？ （揭开布帘， 出示地球仪） 对了， 这个就是我们

生活的地球。 地球上都有哪些生物呢？ （幼儿自由讲述） 地球上有许许多多的生物。 我有

一个问题要考考小朋友了， 为什么我们要生活在地球上， 而不是生活在月球上或星星上

呢？ （幼儿自由讲述） 哦， 原来地球上有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 我们离开了空气会怎么样

呢？ （幼儿自由讲述）
师： 我们试一试， 不呼吸会怎么样？ （让幼儿捏住鼻子闭上嘴， 感受不能呼吸的感

觉， 深刻体会空气的重要性） 不呼吸会很难受， 时间长了会闷死， 空气对我们来说是十

分重要的。
２ 看看讲讲。
师： 空气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 那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幼儿相互交流）
师： 我这里有一段视频， 它可以带我们一起去发现空气来源的奥秘。 （带幼儿观看

视频）
师： 这里是一片大森林， 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植物， 这些植物宝宝的本领可大了， 在

它们的身上有许多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的小嘴巴， 这些小嘴巴一张一合地把脏空气都吸到

肚子里去了， 经过消化以后， 再吐出干净的空气来。 这回， 你们知道新鲜空气是怎么来

的了吧！
３ 讲述空气污染的危害性。
师： 我们有几个小朋友收集了一些视频， 有的是爸爸妈妈帮忙录制的， 有的是小朋

友自己拍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自己解说， 运用已有的经验讨论还有哪些情况

会造成空气污染）
师： 空气被污染了， 我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 我们要怎样做才能保护我们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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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污染呢？ （分组讨论， 加深幼儿对空气被污染后造成危害的理解， 引导幼儿要从自己

做起， 保护身边的环境， 并激发幼儿参与集体讨论的兴趣）
活动延伸

引导幼儿回去和家长一起再找找看， 有没有保护空气的办法和资料， 下一次再讲给

大家听。

（四） 科技产品

让幼儿了解我们的生活用品是从哪里来的， 使他们理解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
感受现代科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幼儿科学教育涉及科技产品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１） 认识日常生活中的科技产品， 如电灯、 电话、 电视机、 空调、 洗衣机等， 初步

学习简单的使用方法。
（２） 探索、 观察常见的各种交通工具， 如摩托车、 汽车、 轮船、 飞机等， 比较它们

的优缺点。
（３） 感受科技产品在生活中的运用及其给人类带来的便利。
（４） 认识日用品， 如剪刀、 夹子、 钉子、 锤子、 锯子等， 探索蕴含其中的科学原理。

活动设计

海、 陆、 空大集合 （大班）
活动目标

１ 使幼儿知道交通工具的不同类型及其功能。
２ 带领幼儿通过比较、 讨论及分类活动， 找出这些交通工具的异同点。
３ 带领幼儿通过模仿交通工具的活动方式， 感受科技产品在生活中的运用及其给人

类带来的便利。
活动准备

１ 实物图片 （汽车、 快艇、 自行车、 飞机、 火箭、 木筏、 轮船等）。
２ 代表水中、 陆地、 空中的纸盒。
活动过程

１ 图片导入。
引导幼儿观看实物图片， 然后分组讨论， 了解交通工具的功能及其异同点。 鼓励幼

儿大方地将自己的观点讲给全班听。
师： 请小朋友们看看， 图上有哪些交通工具， 它们有什么用处， 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的地方。
教师总结交通工具的功能及其异同点。
２ 游戏探究： “给图片找家”。
引导幼儿按照交通工具行驶的地点 （海、 陆、 空） 进行分类。 启发幼儿将交通工具

的图片分别放在相应的纸盒里， 帮助图片找到自己的 “家”。 全班幼儿一起检查摆放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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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延伸

我是××交通工具

教师请幼儿任意拿一张图片在手中， 做出相应的反应。 例如， 手中拿水上交通工具

的小朋友边模仿此项交通工具的动作边走到教室前面来， 并大声地说： “我是轮船， 我是

水上交通工具。”

四、 幼儿科学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一） 幼儿科学教育的途径

组织幼儿进行科学探究的途径主要有集体教育活动与非集体教育活动两种。
１ 集体教育活动

集体教育活动是指教师根据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 （以下简称 《纲要》 ）
和 《３—６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以下简称 《指南》 ） 的要求、 有计划、 有目的地选

择活动的内容， 提供探究材料， 面向全体幼儿开展的科学探究活动。
２ 非集体教育活动

非集体教育活动是指除集体教育活动以外的教育活动， 主要包括小组活动和个别活

动， 其中小组活动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幼儿共同进行的科学探索活动。

（二） 幼儿科学教育的方法

幼儿科学教育的方法是指教师和幼儿在科学探索活动中， 为完成教育目标所采用的

具体方式和手段。 掌握并采用正确的方法是实现科学教育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 幼儿科

学教育的基本方法以自主探究为主。 在自主探究活动中， 幼儿并非是获得既定的， 凌驾

于他们的需要、 兴趣之外的目的和内容， 而是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知识与经验、 能力

与智能、 感情与态度的协同发展。 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手段引导幼儿进行探究活动， 具体

如下。
１ 观察

教师有目的、 有计划地组织和启发幼儿运用多种感官感知客观世界的事物和现象，
获得具体的印象， 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概念。

２ 实验

幼儿科学教育中的实验是在人为控制的条件下， 教师或幼儿利用简单的材料或设备，
通过简单演示或操作， 对周围常见的科学现象加以验证。

３ 讲解

讲解就是教师通过语言向幼儿讲述或解释客观存在的各种科学现象和原理。
４ 指导探究

教师确定科学活动的内容主题， 提供研究探索的材料及框架， 幼儿在教师的引导下

进行探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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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自由发现

在教师指导下， 由幼儿自己确立活动的内容并进行探究。
６ 科学游戏

幼儿运用自然物质材料、 图片、 玩具 （科技玩具） 等， 进行带有游戏性质的操作

活动。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发现法和讲解法对小班幼儿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活动目标，

因此，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幼儿， 教师应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活动设计和

组织。

五、 幼儿科学教育活动设计要点

幼儿科学教育活动设计有两条线索： 一条是科学知识体系； 另一条是幼儿的生活经

验。 科学教育活动提供给幼儿的知识应该是正确的， 所采用的方法、 进行科学探究的过

程也要体现科学性， 要有利于幼儿全面完整地认识客观事物， 有利于幼儿形成科学概念、
科学观念。 幼儿的科学活动在设计时要重视他们的初始概念和经验， 使他们在好奇心和

科学兴趣的指引下， 运用自身的感知器官， 主动地和周围的物质世界相互作用， 通过感

知、 操作、 思考和交流， 探索、 发现和理解周围世界中的事物和现象。

活动设计

有趣的转动 （中班）
活动目标

１ 使幼儿通过操作获得物体转动的经验。
２ 引导幼儿尝试记录观察结果的方法， 养成细致观察的习惯。
３ 培养幼儿对 “转动” 这一科学现象的探索兴趣。
活动准备

１ 每组一份塑料小陀螺、 纸花瓣、 长方形小积木、 风车、 球形插塑。
２ 每人一份实验记录表。
活动过程

１ 出示五种不同的物体， 提出问题， 激发幼儿兴趣。
师： 你们知道这些物体吗？ 小陀螺会怎样？ （幼儿： 会转动） 其他四种物体都会转动

吗？ （幼儿： 不会……有的会……有的不会）
２ 幼儿预测结果。
师： 请把你们认为会转动或不会转动的想法记录在表上第一列的格子里。 （会转动的

用○表示， 不会转动的用×表示）
３ 幼儿操作， 验证自己的想法， 并及时进行记录。
活动前， 为幼儿提供适宜的材料或工具， 交代清楚操作的要求、 方法和要注意的问

题。 活动中， 教师有针对性地指导幼儿， 鼓励幼儿按自己的想法操作。 最后， 幼儿把操

作的结果记录在表上第二列的格子里。 （转动用○表示， 不转动用×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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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记录结果。
师： 谁来说说， 刚才验证的结果和原来你开始认为的一样吗？ （交流、 讨论和分享及

教师总结）
活动延伸

１ 找找生活中转动的物体。
２ 制作风车， 认识顺时针、 逆时针转动。
科学实验记录表如表 １－４ 所示。

表 １－４　 科学实验记录表

物品 转动情况 （猜想） 转动情况 （操作结果）

反思与实践

沉浮实验 （中班）
环节一：
组织幼儿集体观察教师操作， 看哪些东西可以浮起来， 哪些东西会沉下去， 并在黑

板上画出记录表格， 让幼儿学习记录观察结果。
具体过程： 教师指着水盆请幼儿回答： 这是什么？ 接着指着前面的材料说， 我把这

些材料放到水里会怎么样？ 这时有的幼儿说会沉下去， 有的说会浮起来。 教师对幼儿的

回答不反馈， 接着有一个幼儿说有的会沉下去， 有的会浮起来。 （这时教师脸上露出了笑

容， 并表扬了她， 还要求所有的幼儿重复说， 东西放进水里， 有的会浮起来， 有的会沉

下去） 教师边操作边在黑板上画表格， 让幼儿学习记录观察结果。
环节二：
幼儿以组为单位， 进行沉浮操作。 在操作前， 教师强调要边实验边将观察结果记录

到教师发的记录表中， 操作后组织幼儿说说自己的记录情况。
环节三：
教师将盐放进水中， 让幼儿搅拌并再次探索同样物体的沉浮情况， 并让幼儿记录。

组织幼儿说说发现了什么， 最后教师总结。
请分析这一中班科学活动存在哪些问题并提出修改建议。

720第一单元　幼儿科学教育概述 　



拓展阅读

幼儿科学教育内容的选择思路

一、 以季节和气候为主线选编内容

以认识春、 夏、 秋、 冬季节为主线， 主要内容大致分为季节、 常见动物、 常见植物、
自然现象、 人们的生活及生活卫生等。 幼儿阶段科学教育关于季节和气候的认识主要包

括以下几点。
（一） 认识气候与季节变化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 让幼儿做天气情况记录。
（二） 观察冰、 霜、 雨、 雪、 雷、 闪电、 彩虹、 露水等自然现象。
（三） 辨别春、 夏、 秋、 冬四季的特征。
（四） 利用气候变化开展各种活动。

二、 以模块为主线选编内容

以事物分类为模块组合， 加强科学教育活动内容的纵横联系， 引导幼儿参与系列活

动并从中获得关键性经验。 图 １－２ 为幼儿园生命教育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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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幼儿园生命教育模块

三、 以五大领域为主线选编内容

根据 《指南》， 将健康、 社会、 语言、 科学和艺术五大领域中有价值的、 符合本班幼

儿特点的内容选择出来进行相应的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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