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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是风景，教师是背景
��幼儿园科学活动实践与思考案例

孙� 凤*

上海汇龙幼儿园，上海� 200036

摘� 要：《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幼儿园的科学教育是幼儿的科学启蒙教育，重在激发幼儿认识兴趣的探

究欲望，以幼儿身边的事物和现象作为幼儿科学探索活动的对象，让幼儿体验发现的乐趣，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笔者设计并尝试开展了中班科学活动《送水宝宝回家》，更好地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

关键词：科学活动；实践与反思；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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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UDFW��The�Guiding�Outline�of�Kindergarten�Education�points�out�that�the�scienti�c�education�in�kindergarten�is� the�

scienti�c�enlightenment�education�for�children,�which�focuses�on�arousing�children’s�desire�to�explore�their�cognitive�interests.�

It�takes�the�things�and�phenomena�around�children�as�the�objects�of�scienti�c�exploration�activities,�and�let�children�experience�

the�fun�of�discovery�and�cultivate�their�interest�in�science.�The�author�designed�and�tried�to�carry�out�the�scienti�c�activity�“Send�

:DWHU�%DE��+RPH��LQ�WKH�PLGGOH�FODVV��VR�DV�WR�EHWWHU�VWLPXODWH�FKLOGUHQ�V�FXULRVLW��DQG�H[SORUDWLRQ�GHVLUH�

.H���UG���Scienti�c�activities;�practice�and�re�ection;�education�concept

一、引言

为了贯彻落实《纲要》的精神，更好地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笔者设计并尝试开展了中班科学活动《送水

宝宝回家》，班里幼儿对这个活动表现得积极踊跃且兴趣盎然。在《送水宝宝回家》活动的先后两次执教过程中，笔

者将两次活动从材料、提问、设计方面进行比较和剖析，根据产生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并以此

活动的剖析呈现笔者的教育观的转变：幼儿是风景，教师是背景。

背景：

为了贯彻落实《纲要》的精神，更好地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笔者设计并尝试开展了中班科学活动《送水

宝宝回家》，班里幼儿对这个活动表现得积极踊跃且兴趣盎然。在《送水宝宝回家》活动的先后两次执教过程中，笔

者将两次活动从材料、提问、设计方面进行比较和剖析，根据产生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并以

此活动的剖析呈现笔者的教育观的转变：幼儿是风景，教师是背景。

二、活动案例

（一）操作过程

���镜头一

在集体教学活动之前的个别化区域活动中，两名幼儿拿起运水的工具，准备尝试运水。

多多拿起一个汤勺，和瑶瑶说，我们拿“大调羹试试吧？”

瑶瑶：“什么大调羹？！”明明是汤勺好吗？

*通讯作者：孙凤，����年�月，女，汉族，上海人，现任上海汇龙幼儿园教师，初级教师，本科。研究方向：学

前教育。



教育心得研究教育理论与应用·2020� 第2卷�第3期

39

多多：“那个才叫汤勺吧？”（此时他拿起一旁的饭勺）

可乐和瑶瑶发生了争执，各执己见。

���镜头二

在实验环节，笔者投放了一份记录表，旨在让幼儿两两结伴共同完成记录。在活动中笔者观察并记录了以下幼儿

的真实情况：

（�）好好和顺顺没有商量，直接被操作材料吸引，都抢着去实验操作，两个人都没有记录，记录纸被忽视了。

（�）佳佳和洋洋两人能自由结伴，也进行了分工合作，一人记录一人实验，可是两人的记录方式产生了冲突，重

复记录。

（�）龙龙和霖霖一开始分工合作，龙龙记录、霖霖操作，但是龙龙记了一会儿就被材料吸引并放弃了记录，又去

选择工具继续操作。

原先教师精心设计的记录纸和结伴记录环节与老师的预设背道而驰。

���镜头三

教学活动中师生分享交流，共建经验环节。

师：你们觉得这两样工具，有什么不同？（出示漏网和养乐多瓶子）

幼：渔网有洞洞，养乐多瓶子没有洞洞。

师：哦，渔网有洞洞，养乐多没有洞洞。还有吗？

幼：养乐多可以装水，渔网从水里拿起来就没有水了。

师：哦，养乐多可以装水，漏网起来就没有水了。

……

师：你的这些工具都能运水吗？

幼：可以。

师：哦，原来这些工具都是能运水的。那你们是怎么运的呢？我请你来试一试。（一名幼儿进行操作）

师：你们看，原来这个工具是能运水的对吗？

幼：是的。

以上是在操作体验之后的交流分享环节中，教师与幼儿的互动对话。

（二）分析原因

第一次活动后，笔者发现了一些问题，并寻因分析。

���操作材料待调整

通过个别化学习活动，教师不难发现孩子经验水平各不相同。教师收集材料时，选择了外部轮廓和使用环境相近

的材料重复投放，导致幼儿在命名上出现了混淆。

由此可见，在一节集体教学活动中，教师对于投放的材料是需要深思熟虑的，而不是随性之举，材料的选择与投

放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透过细节可以考量教师对于幼儿的观察与解读���。

���活动目标未凸显

在笔者观摩过的科学活动中，大部分的科学活动都投放了记录表，让活动内容显得格外丰富、更显层次性。因此，

笔者在活动的目标中，也设立了一条情感目标，“愿意和同伴两两进行记录”。但笔者的想法仅仅停留在要让这节活动

看起来更花哨、更丰满，却轻视了活动的核心目标，忽略了幼儿的发现、观察和探索的过程，遗漏了教师的思考、调整

和优化的过程。到底是为了丰富活动中的形式而投放记录纸呢？还是要让记录纸真正为幼儿的活动所服务，指向目标，

提升幼儿的能力？到底怎么投放怎样的记录纸才能真正提升幼儿的核心素养？这才是笔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教师回应偏单一

在整个活动中，笔者一直停留在教师与幼儿一问一答、简单重复的交流过程。听到幼儿的答案与笔者预设的答案

相近时，就急于打断幼儿，或不停地重复幼儿的回应，缺少了适时地等待，忽略了留给幼儿和幼儿之间的互动时间、

思维火花的碰撞和相互质疑的空间���。

（三）反思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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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教师事先准备为幼儿自主收集材料包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1� 材料包

调整前 调整后

材料
教师事先为幼儿准备材料：大小一样的饮料杯、碟子、盘子、

盆子、颜料盘、量筒、量杯、漏斗、豆浆过滤网

通过观察发现后，让每个幼儿收集材料，参与其中，成为活动

的主人：带来了水杯、盘子、养乐多瓶、汤勺、小花瓶、渔

网、小竹篮、竹筐、漏勺、花洒

（�）合理利用“家园共育”的力量

笔者组织孩子们进行了一场“工具大搜索”的活动。请家长陪幼儿找一找，家里有哪些工具，是不是都能运水

呢？通过拍照、小视频的方式放进班级群和小伙伴一起分享，把幼儿的个体经验变成其他幼儿的共享经验。

两天后，笔者组织了一场“工具介绍大会”，每位幼儿都带来了自己喜欢的工具。扬扬，拍了一段吃火锅的视

频。他拿着“漏勺”为大家介绍：“这是漏勺，我们用来吃火锅，丸子很难夹，你看用漏勺帮帮忙，汤就会从洞洞里

漏走的，丸子就呆在漏勺里啦！”同时，他拿起了另外一个汤勺，告诉大家：“这个勺子是用来喝汤的，你看我妈妈

帮我用汤勺盛了一碗汤，好好喝”。此时，得到了很多同伴的共鸣，“妈妈也用这个汤勺给我盛过汤”、“那个漏勺

我妈妈还帮我煮过肉呢”。

（�）通过个别化活动的观察

在个别化活动中，由幼儿带来的运水工具得到了同伴的共鸣，激发了许多幼儿的经验共享。在认识工具的基础

上，幼儿开始探索哪些工具运的水多，哪些工具运的水少；哪些漏水的工具漏水慢，哪些工具漏水快；哪些工具的洞

洞大，哪些工具的洞洞小。探究材料来源于生活，探究兴趣来源于同伴，这样的个别化显得更有意义了。

（�）借助个别化分享交流

在个别化分享交流的环节，请部分拍照片的幼儿进行分享。天天拍了一张“吸管”的照片。

师：这个是什么工具啊？能运水吗？

幼：吸管。

幼�：能的。

幼�：不可以的，它会漏水的。它又没有地方可以装水的，会漏掉的。

带来这张照片的小当，迫不及待地站起来反驳说，“这个可以运水的！但也会漏水的。”

师：那你能来告诉大家它是怎么运水的呢？又是怎么漏水的吗？

小当：（这时，他把吸管放进水里，用嘴巴和手堵住前后两个洞）水留在了吸管的中间。当他放开的时候，水顺

势溜了出来。

（此时，台下的幼儿一片哗然声：“哇！小当好厉害啊！”）

你一言我一语，幼儿通过观看同伴带来的视频、照片，回忆自己的生活经验，不断地挖掘、挖深，提炼出一种工

具的不同使用情景，拓展幼儿思路、丰富生活经验。

���变一味追求形式为尊重幼儿需求记录表如下表�所示：

表2� 记录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记录表

记录方式 两人一组结伴记录，出现了多种状况。
集体猜想→共同操作→集体讨论，达成共

识并记录。

我把集体活动环节从回忆经验→实验操作→记录→讨论，改成了玩水→猜想→操作→再验证的环节，提供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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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漏水和不漏水的材料，换成了平面的可玩水的材料。

第一个环节，集体回忆操作经验。

帮助幼儿回忆个别化活动中的操作经验，从而激发幼儿玩水、探索工具的兴趣。幼儿通过之前的家园共育、个别

化活动和交流分享，认识了很多工具，对工具的名称和用途都有了一定了解。但能运水的工具，需要一个比较深的容

器来载水，这是第一个环节中帮助幼儿提升的重要内容。

第二个环节，进入猜想环节。

（�）猜想的记录——让探索变得更有目的

在猜想环节中，笔者出示了卡纸、塑料纸、海绵和毛巾，这四种材料看似是平面的、没有洞洞、没有自带容器的

地方，请幼儿猜一猜，这些材料能不能运水，并把幼儿集体猜想的结果记录下来，把有争议的记录同样也记录下来。

等待幼儿共同验证。为后续探索设下铺垫，让幼儿成为活动的主导者。

（�）验证的记录——让分享变得更真实

通过第一次试验，毛巾、海绵能运水大家都没有异议。这些看似平面的材料，身体中却能容纳很多水，帮助幼儿

获取更多工具运水的经验。卡纸和塑料纸这两种材料，有些幼儿分享了成功运水的经验，并现场试验给大家看，而有

些幼儿在第一次试验过程中，没有成功。通过回忆猜想、集体记录，发现第一次实验后的结果与猜想环节存在差异，

随即组织幼儿第二次实验。

第二次实验结束后，让幼儿集体再回忆前两次的记录内容，再一次记录实验结果。这三次记录，帮助幼儿梳理了

猜想和实验的结果，帮助教师倾听幼儿的操作过程、帮助同伴间分享了操作经验。

这次的改变，使笔者懂得让记录变得有意义，让记录不再阻碍幼儿的实验热情，让记录变得不再走形式；同时，

让笔者认识到“记录”是为了让幼儿在实验中获得真知的，并非为丰富笔者的活动形式而服务���。

���变教师一言堂为幼儿共同讨论师生互动如下表�所示��

表3�师生互动

第一次 调整后

师生互动

师：你们觉得这两样工具，有什么不同？（出示漏

网和养乐多瓶子）

幼1：漏网有洞洞，养乐多瓶子没有洞洞。

师：哦，漏网有洞洞，养乐多没有洞洞。还有吗？

幼2：养乐多可以装水，漏网起来就没有水了。

师：哦，养乐多可以装水，漏网起来就没有水了。

师：你们觉得这两种工具，有什么不同呢？

幼：漏网有洞洞，养乐多瓶子没有洞洞。

师：孩子们，你们听到了，他说什么了吗？你们同意

他的观点吗？他说了什么呢？

师：除了他说的，你们还有什么补充吗？

幼2：养乐多的瓶子很深，漏网的弯弯的地方很浅。

师：你们听明白，他说得了吗？他说的是哪里啊？你

们听明白了吗？

幼3：我听懂了，他说的是养乐多的瓶身，漏网的放

小鱼的地方。

现场效果
教师一味地重复幼儿的回答、急于总结，没有留给

幼儿思考的空间。

让幼儿的回应成为下一个问题的转换器，让幼儿成为

小结的梳理者。

（四）收获

在两次活动的设计与执教中，我慢慢地发现和顿悟，其实看似一节二十五分钟的集体教学活动，但是其背后考量

的是教师的理念、教育观、儿童观。

���共同建构尊重幼儿

笔者反思选用的材料是否来源于幼儿的生活经验。根据幼儿园《�a�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出儿童与生俱

来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好奇、好探索是幼儿的年龄特点，探究是幼儿科学学习的目标，也是幼儿科学学习的途径，

因此，探究性材料选择对幼儿的学习至关重要。教师在设计材料的过程中，要为幼儿创设的一个既能支持他们自主探

究，又能自由发现的探究材料���。

让幼儿共同参与到活动中来，立足幼儿的已有生活经验，把幼儿的零散经验拼凑成集体的共享经验，只有更好地

解读指南、纲要、核心素养，把握幼儿的年龄特点，才能站在幼儿的角度思考问题、刨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幼儿共

同构筑美好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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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取舍追随幼儿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往往都会有一种通病——样样都要，不懂取舍，往往会出现教学活动时间难以把控、教学活动

目标的偏离的情况。通过这个活动，笔者学会了取舍。

（�）舍形式主义，取内涵价值

让记录表真正为幼儿的发展服务，而不是为了教师设计活动的美观服务。在教学活动中，作为教师要学会捕捉幼

儿的兴趣点，了解幼儿的真实需求。笔者们应该退后成活动的隐形支持者，支持幼儿充分地实验，弱化活动的美观需

求，让幼儿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才是教学的首要任务���。

（�）舍教师表演，取集体智慧

活动中教师不再是演员，而是学会观察捕捉发现，从幼儿的行为言语中获取幼儿的需求，给予指导和帮助。例

如，第一次投放的记录纸，作为教师的我不停地穿梭在活动中，一一指导幼儿进行记录。更换了记录方式后，给幼儿

提供了更大的探索和实践的空间，更加满足了幼儿的探索需求。如此看来，舍弃教师的表演，幼儿能获取的更多，能

从同伴间获取智慧、获得知识、实践经验���。

（�）舍教师主观，取幼儿需要

作为青年教师的我往往会主观臆断，通过这次活动笔者发现了自己的角色变化，是观察者，也是支持者，更是思

考者。例如：在活动中笔者投放了三个大水箱，虽然能装很多水，但三个大水箱并排放比较拥挤，经过思考，笔者

把盛水的箱子换成了小箱子，把布局也进行了调整，前后交叉摆放。运水场地显得宽敞了，水箱的前后交叉，方便了

幼儿的行进路程，也避免了运水过程中幼儿弄湿别人的衣服和头发。所以，在创设环境的过程中，要从幼儿的需求出

发，少一些我以为，我觉得。学着了解幼儿、顺应幼儿、观察幼儿，进一步对教育元素加深思考。

���惜字如金，倾听幼儿

有时候，往往给人家感觉幼儿园教师是比较啰嗦的。但是通过这个活动，笔者学会了要惜字如金。

（�）让幼儿充分地表达

笔者学会了成为一名聆听者。应把话语权还给孩子，多一些等待、少一些重复。等待幼儿与幼儿之间的互动，等

待幼儿与其他幼儿应答之间的链接，等待每位幼儿都能听清楚其他幼儿的回答。教师应学会摒弃原有的一言堂行为，

给予幼儿思考的时间、质疑的时间和认同的时间，让幼儿认真地听、充分地说、使劲地想，这样的互动才显得更有意

义，这样的教学才能更激发幼儿思考和表达的欲望，才能帮助幼儿提升原有经验，做到真正的“获得”。

（�）教师表达精炼严谨

笔者学会了成为一名穿针引线者。应该总结来自幼儿的零散经验，而不是一味地重复幼儿的话。笔者认为一节好

的集体活动，教师应立足于幼儿的已有经验，给予幼儿适时的回应。教师的回应，既体现教育的互动性，教育的价值

性；教师的回应，还能启发幼儿思考、促进教学活动进程、提高教学活动质量。因此，教师的回应，一定要更精准、

更严谨，能用清晰的文字、简短的语句表述并回应幼儿，做好环节的衔接者���。

三、结语

透过《送水宝宝回家》这个活动的前后两次教学方式的调整和对比，让笔者对教学的认识、对孩子的思维模式和

认知过程有了更深的理解，回顾这个活动整个过程，作为教师从孩子们身上领悟到了教与学的真谛，真正的幼儿教

育，不是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传授式的教学，而是以幼儿为中心，以其健康成长为本，教师要积极引导、激发并保护

他们珍贵的好奇心、发现世界的热情，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幼儿在前，教师在后，使幼儿成为教学中一道美

丽的风景，而教师能退后成为他们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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