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科学启蒙教育案例与解读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主 编：吴 穗

副主编：陈永莉 于美华

编 委：马洁珍 吕凤清 何剑文

吴海琳 辛燕霞 刘 艳

黄妍玮 朱灿文 魏莲英

刘俊华 黄美琼 刘欢腾

彭黎明 谢向荣



保育员工作手册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幼儿科学启蒙教育案例与解读/广州市第一幼儿园编著.

—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11

(广州市第一幼儿园教育科研成果集)

ISBN 978-7-5390-4487-3

Ⅰ.①幼… Ⅱ.②广… Ⅲ.①学前教育-教案(教育) Ⅳ.①G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6625 号

国际互联网(Internet)地址：http：//www.jxkjcbs.com

选题序号：ZK2011127

图书代码：B11056-101

幼儿科学启蒙教育案例与解读

主 编 吴 穗 副主编 陈永莉 于美华

编著/广州市第一幼儿园

责任编辑/邓玉琼 夏玉梅

出版发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蓼洲街 2 号附 1 号

邮编/330009 电话/（0791）86623491 86639342（传真）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广州市天河清粤彩印厂

版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5.5

字数/70 千字

书号/ISBN 978-7-5390-4487-3

定价/75.00 元（全三册）

赣版权登字-03-2011-27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赣科版图书凡属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爱迪生幼年的故事，给了我两个深刻的印象：一是科学

要从小孩学起，二是科学的幼苗要像爱迪生的母亲一样爱护

才能保全。

———陶行知

我好像是在海边玩耍，时而发现了一个光滑的石子儿，

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孩子。 尽管如此，那

真理的海洋仍然神秘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英】牛顿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

巨的劳动，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

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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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幼儿科技教育将科学原理渗透到一系列可操作的活动中，通过幼儿

的活动,使其在探索和操作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发展技能，是有效实施幼

儿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多年来，广州市第一幼儿园遵循“建名师

队伍、出优秀人才、创品牌名园、显科技特色”的办园思路，确立了“以科

技促发展”的特色教育理念，努力营造科技教育氛围，在国家教育科学

“九·五”规划课题“科学启蒙教育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投身“十·五”、

“十一·五”规划课题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一是努力优化科技教育环境资源，创设了融科学性、趣味性、时代性

和操作性为一体的“幼儿科学宫”和“生态园”。

二是开展了一系列自主性科技探索活动，开发了大量的科技教育资

源。

三是创新了以案例研究为载体的园本研训模式，构建了“学习型”的

科技教育师资队伍。

四是搭建了教师、家长交流的平台，让家长参与到幼儿科技教育活

动中，形成家园配合、紧密联系的科学活动氛围，培养孩子学科学、爱探

索的习惯及勇于发现、敢于创新的精神。

近几年，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先后获得了“全国绿色幼儿园”、“广州市

科普教育先进集体”、“科普纲要示范性幼儿园”等荣誉称号，彰显了广

州市第一幼儿园科技教育的魅力。 值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六十华诞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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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一幼儿园教育科研成果集②

编纂此集，以资与同行交流共进。

《幼儿科学启蒙教育案例与解读》一书，内容丰富，研究性强，充分展

现了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基于实践的研究轨迹。

本书选编自以下研究成果（2001—2010）：

1.科技部、教育部、中宣部、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2001—2005年中国

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纲要》（3—6岁研究）子课题“科技教育学

习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科学教育与技术教育

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十一五”规划课题“幼

儿科技教育研究” 子课题 “幼儿科学教育与数学教育相结合的实践研

究”。

谨以此书献给广州市第一幼儿园 60 周年生日！

本书出版得到汉唐双盛实业及 80届毕业生陈壮河、 胡雅蓉伉俪的

支持。 特此鸣谢!

编 者

2011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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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概述

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幼儿科技教育理念

为贯彻落实《中国教育发展纲要》《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

定》《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

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等纲领性文件的精神，广州市第一

幼儿园自２００１年９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参加了《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中国青

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纲要》幼教子课题“学习资源的开发与利

用”的研究，在总课题组和幼教课题组的指导下，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取

得了较好的成果，并被总课题组评为“科技教育示范园”。同时，为进

一步拓展《科普纲要》的研究，广州市第一幼儿园自２００３年９月至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参加了“科学教育与技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的研究

工作，并获得“优秀成果奖”。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广州市第

一幼儿园申报了国家“十一五”课题“幼儿科学教育与数学教育相结合

的实践研究”，继续将课题深入研究。课题研究的实施，提升了广州市

第一幼儿园科技教育的整体水平，也给广州市第一幼儿园的课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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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师资培训带来了新的变革，推动了广州市第一幼儿园的课改实践。

广州市第一幼儿园科技教育的实施理念主要有以下九点。

理念一：以“科技素质的养成”为主旨。

幼儿科技教育是幼儿素质教育的载体，是指幼儿对当代科技知识

及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质量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具有一定的科学精

神和态度，学会一定的科学思维方法，并有一定的探索自然和奥秘的

兴趣以及有一定的创新与动手操作的能力。其主要内容概括为科学

认知、科学情意、科学操作等三个方面。在实施幼儿科技教育的过程

中，教师应努力把握好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的合理调控，既要充分认

识幼儿的内在素质的个体差异，又要通过合适的教育手段促使幼儿把

获得的外在东西进行内化，形成一种稳定的、基本的、内在的、未来科

学家应该具备的个性生理和心理品质。

理念二：以“开展潜能，学会学习”为主要任务。

幼儿科技教育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幼儿学会学习，开发幼儿的

学习潜能。对幼儿来说，“学会学习”不仅是“会听”、“听会”，更是“学

会”、“会学”。“会学”是自我学习、自我调节、自我发展，就是自我开发

学习潜能。教师要抱有“儿童有内在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能力”的态度，

无条件地关注幼儿的世界、幼儿的兴趣和积极性，并对此作出相应的

反应，使幼儿获得自由发展。幼儿科技学习的潜能应当反映在学习能

力和创新能力两个方面。在科技教育中应培养幼儿全身心投入的状

态，让幼儿掌握科学的有效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学

习创新能力等，才是对幼儿终身有益的。教师要针对每个幼儿的现实

水平和潜在的接受能力，设计目标、内容，并采用合适的方法帮助幼儿

“学会学习”；要变革方法，多提出“问题情境”或“任务情境”，引发幼儿

的认知冲突，使幼儿想学、要学、喜学、乐学。

理念三：以“幼儿的学习”为主体。

幼儿学习科技理念是一个让幼儿主动学习的过程，科技知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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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幼儿主动获得，不是由外界灌输习得。幼儿获得科技知识、认识

科技促进社会进步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过程，是外因和内因相互作

用的结果。幼儿科技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幼儿积极主动地探索自

然和社会知识。在此学习过程中，必须注重发展幼儿的思维能力，培

养其发现问题与观察问题的技能，强调时间、空间、事物之间因果关系

的学习和掌握。教师的任务是认真选择教学内容和活动类型，改善和

创设学习环境，其作用在于激励和引导幼儿提出和解决问题而不是简

单地灌输知识；其科学指导在于启发和鼓励幼儿在学习和操作过程中

发现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总之，教师要相信幼儿的学习能力，

在幼儿遇到问题时不直接告诉他们答案，而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

线索，帮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

理念四：以“身边的科技教育”为主要内容。

科学世界是生活世界的理性沉积，科学存在于生活中。人在科学

世界里所获得的理智发展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有意义，幼儿对他们

周围的物质世界充满着好奇与探索的激情。因此，只有当科技教育的

内容是幼儿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时，幼儿才可能更好地接受，也只有生

活化的科技教育才对幼儿的成长和发展有意义。对幼儿进行科技教

育，旨在让幼儿充分理解现代科技与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质量提高的

关系。因此，广州市第一幼儿园科技教育内容既要有现代生活气息，

又要与幼儿各阶段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要密切联系幼儿的生活实际，

符合他们的生活环境、年龄特点、认知结构和经验背景，选择看得见、

摸得着、经历过、感觉得到的科技教育内容，既使幼儿产生观察、认识、

熟悉、理解生活的兴趣，又能使幼儿体验和感受到生活中的科学，发现

和感受生活的神奇，从生活中发现这些内容对自己和同伴的意义，使

周围的生活为幼儿获得直接经验感受和理解科学提供最丰富多彩的

背景和环境，从而激发和保持幼儿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热情，培养幼

儿真正的内在学习动机，使其为培养幼儿的科技素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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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五：以“做中学”为主要方法。

“做中学”是一种针对科学教育的先进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科

学结合。“学”强调对幼儿学习方法、思维方法的培养，体现以幼儿为

主体，以“探究”为中心；“做”就是研究“怎么做”、“做什么”。在科学教

育活动中，要解决问题、验证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确，常要运用实验和操

作的方法。教师要善于观察，从幼儿的言谈和行动中把握他们的兴

趣、疑惑和实际水平，从而提出既符合幼儿的兴趣又有价值的课题，提

出确实能够激起幼儿的探索欲望的问题；要慎重对待孩子的猜想过

程，注重幼儿探究科学的过程，支持幼儿亲身经历、探究体验科学的精

神；合理把握指导的尺度，不妨淡化对“完美”的追求，试着让幼儿自己去

尝试，在失败和摸索中学会更好的方法。

理念六：以“展示幼儿多元智能”为过程。

多元智力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教授加德纳提出的一种关于智力

的新理论。多元智力理论认为人类拥有多种智力，所有正常个体在某

种程度上都拥有所有智力。人的智力差异主要在于这些智力组合的

性质有所不同。因此，儿童身上的７种（或８种）相对独立的智力在现

实生活中错综复杂地、有机地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组合在一起，每个

儿童都有自己的智力长项，也有自己的智力弱项。学习科学的过程是

一个探究的过程，包含了幼儿能以自己的方式去认识世界，了解周围

事物。所以，幼儿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就不仅是使用逻辑———数理这

一种智力，视觉———空间智力、身体———动觉智力、自知———自省智

力、交流———交往智力以及音乐———节奏智力都可以在探索的过程中

表现出来，并且每个幼儿的表现都不一样，每个幼儿表现的智力强项

也不相同。因此，科技教育要尊重孩子的差异，从多角度提供不同的

机会让幼儿去发现个人的潜能，让每个幼儿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参与

到科学活动中，以最适合自己的独特方式学习科学，在学习中体验到

成功和与同伴合作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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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七：以“培养探究能力和创新精神”为重点。

科学的核心是科学探究。探究能力是幼儿以任务或问题的情境

为线索，通过亲自参与的实验操作、相关信息的检索和整理、群体讨论

或个人思考、社会实践和实地观察等，在认知过程中，得到结论的能

力。幼儿科技教育是要让幼儿乐于并学会综合运用各种感官观察发

现身边事物的科学现象，运用分析、综合、比较等思辨方法探知事物之

间的关系，通过尝试、探索发现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运用所认识的规

律解释生活中的科学现象，以及应用科学原理进行科技小制作、小发

明等。培养幼儿大胆质疑、敢于提出独创性见解的精神，大胆尝试、敢

于改进创新的精神，发现疑点、提出问题和从不同角度和运用不同方

法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利用资源等能力。

教师要引导幼儿明确问题，明确用什么方法去探究。在幼儿独立思

考、积极探索的基础上，通过集体讨论，把思考和探究的结果表达出

来，为幼儿提供质疑、释疑的机会，拓宽幼儿的思维空间。

理念八：以“资源开发与建设”为支撑。

随着科技教育观念的更新和课程理念的变化，幼儿科技教育更加

凸现活动化和弹性化，需要的是给予教和学两者都有充分主动权的、

更加广泛的、能生成教者与学者更多创造性的教学资源。幼儿科技教

育是通过幼儿和资源进行接触的“媒介化活动”实现的。因此，资源对

幼儿的观察、尝试、探索、实验、表现等具体活动应起到支撑和丰富的

作用，并且，在具体的活动实践中和实践后逐步积累、完善、成型并拓

宽学习资源。为此，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在进行科技教育的过程中，充

分开发和利用大量安全、有用、能用、实用、具有技术含量和具有指导

性、多样性、系列性、结构性、大容量、全方位的学习资源，主要包括：开

发与整合环境资源、人际资源、社区资源以及信息技术等资源，让孩子

们在玩耍中、在合作中、在社会中、在支持中学习。

理念九：以“科学—技术—社会”（“ＳＴＳ”）思想为指引。

ＳＴＳ教育是科学教育改革中兴起的一种新的科学教育构想，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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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是培养具有科学素质的公民。它要求面向公众，面向全体；强调重

视“科学—技术—社会”的相互关系和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及发

展中的应用，重视科学的价值取向，要求人们在从事任何科学发现、技

术发明创造时，都要考虑社会效果，并能为科技发展带来的不良后果

承担社会责任。在此思想的指引下，广州市第一幼儿园将幼儿科技教

育与当前的社会发展、教育发展、课程改革、幼儿与教师发展更好地结

合起来，重视知识、方法、操作、技能的结合，加强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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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中国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纲要》
（３—６岁年龄段）

编者注：《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中国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
纲要》由科技部、教育部、中宣部、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联合颁
发，２００１年６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３—６岁年龄段由
徐子煜主持、张晓怡等参与编写。

科学技术部、教育部、中宣部、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联合颁布的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中国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纲要》，根据３—１８
岁幼儿、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发育特征，以及接受教育程度，分别在科学

态度、科学知识和技能、科学方法和能力以及科学行为和习惯等四方

面提出了科学技术普及活动的目标，目的是逐步使幼儿、青少年：

———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

———培养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爱好；

———增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引导并树立科学思想、科学态度；

———帮助其逐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实施《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纲要》中，应达到的具体目标是分阶

段使幼儿、青少年：

———逐步了解科学领域最基本的概念和过程，认识由其构建的科

学知识体系的基本轮廓，同时，对影响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

有初步的了解；

———具有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技能；逐步养成科学的思维习惯，

掌握一定的科学方法，提高其运用科学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行为习惯；

———培养对科学的兴趣和爱好；

7



———树立科学的观念和精神，初步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为今后创造性地从事或参与科学技术活动和社会实践打下基础。

《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纲要》以科学态度为核心，科学知识、技

能和科学方法、能力为基础，科学行为、习惯为外在标志，形成了一个

综合性的整体目标。在这个综合性的整体目标下，科技教育活动成为

提高受教育者科技素养的、广泛的群众性活动。因此，它对幼儿的终

身学习和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参见《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中国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纲要》，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６月第一版）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中国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指导纲要》（３－６岁年

龄段）的内容与要求如下。

１．科学态度。

目标１　通过观察、操作等实践活动，使幼儿感知身边科学技术的

存在，形成科学技术能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初步印象。

对身边现代生活中科学技术的印象：

形成对衣、食、住、行以及娱乐中现代科技成份的初步印象。

＊知道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使日常生活用品不断升级换

代，科学技术在社会和家庭中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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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对生活的影响：

＊知道科学的生活会带来优美的环境。

＊知道科学技术能给人类带来幸福，使用不当也能给人类带来灾

难。

目标２　通过对自然现象和现代生活用品的观察和操作活动，培

养幼儿关注生活中科学现象的意识。

对身边的科学现象的关心：

＊有感知身边的科学现象的欲望。

＊经常被生活中的科学现象所吸引。

＊对身边的各种现象充满好奇，常问“是什么”“为什么”。

对周围生活中的自然现象的观察：

＊喜欢观察生活中的自然现象。

＊对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能大胆提问，希望解开头脑中的许多谜。

目标３　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对玩具和现代生活用品的摆

弄，萌发幼儿的关心科学、好奇、好问、乐于尝试等积极情感。

被身边的科学现象所吸引：

＊能经常发现周围生活中有趣的科学现象。

＊喜欢知道常见的小动物、花草树木的名称、习性、养护方法。

＊能大胆、自信地把知道的和正探究的科学知识和现象告诉小伙

伴们。

对身边的科学现象的观察和积累：

＊乐意介绍幼儿园、家庭、社会生活中的玩具和现代生活用品。

＊喜欢生活中的新用品，乐意感知和使用。

对一些科学现象的尝试：

＊积极感知各种科技活动，喜欢摆弄。

＊在游戏或操作活动中喜欢寻找不同的方法。

＊在反复尝试实践后再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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