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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与科学教育

• 1．科学概念

• ---- 科学的本质在于探索，

• ---- 科学过程的核心在于探究，

• ---- 科学态度的核心也在于探究精神。

• 2．科学教育

对学前儿童从小进行科学启蒙教育，是为未来的中
国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新一代人才。

一、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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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 1.概念：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是指学前儿童在教师的指导下，
通过自身的活动，对周围的自然界（包括人造自然）进行感
知、观察、操作、发现，以及提出问题、寻找答案的探索过
程。

• 2.特点：

• 第一，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目标的全面性；

• 第二，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内容的生活化；

• 点三，学前儿童科学教育过程的探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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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教育能满足学前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科学教育能够促进学前儿童的全面发展

3.科学教育有助于学前儿童构建科学知识及探究技能

4.科学教育对学前儿童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

（三）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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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目标确定的依据

1.依据社会发展的需要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主要是激发幼儿主动求知的欲望，培养幼儿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创新知识的能力。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应该面向全体幼儿，以科技素养的早期培养为宗旨。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应该培养儿童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帮助他们形成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萌发初

步的社会责任感。

2.依据学前儿童发展的规律
● 学前儿童完整发展观
● 学前儿童年龄层次观

● 学前儿童个体差异观

3.依据自然科学以及学前儿童学习科学的特点
在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目标的制订中，必须将自然科学的特点与儿童

学习科学的特点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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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教育总目标
•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规定了幼儿园科学教育的目标。

2.各年龄阶段目标

• ---- 中短期幼儿发展目标,分为小班、中班、大班的教育目标 。

• 包括三个方面 :

• ﹡科学的情感和态度

• ﹡知识和能力

• ﹡方法和技能

3.科学教育活动目标

• ---- 是最具体的目标，具有可操作性



教学评价教学策略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纲要》规定的科学领域的目标是：

① 对周围的事物、现象感兴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

② 能运用各种感官，动手动脑，探究问题；

③ 能用适当的方式表达、交流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④ 能从生活和游戏中，刚手事物的数量关系并体验到数学的重
要和有趣；

⑤ 爱护动植物，关心周围环境，亲近大自然，珍惜自然资源，
有初步的环保意识。

（转引自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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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内容选择的要求:
1.科学性和启蒙性 ---- 符合科学原理，不违背科学事实;
是粗浅的而不是系统的科学知识
2.广泛性和代表性 ---- 尽量涉及多个方面, 能典型反映某领
域的基本知识结构.  

3.地方性和季节性 ---- 应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季节特点，
做到因地、因时制宜 .

4.时代性和民族性 ---- 既体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又体现
传统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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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纲要》中对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提出七条“内容和要求”：

1．引导幼儿对身边常见事物和现象的特点、变化规律产生兴趣和探究 的欲望。

2．为幼儿的探究活动创造宽松的环境，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尝试，支持、鼓励他们大胆
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学会尊重别人的观点和经验。

3．提供丰富的可操作的材料，为每个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提供活动的条
件。

4．通过引导幼儿积极参加小组讨论、探索等方式，培养幼儿合作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学习用多
种方式表现、交流、分享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5．引导儿童对周围环境中的数、量、形、时间和空间等现象产生兴趣，建构初步的数概念，并
学习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生活和游戏中某些简单的问题。

6．从生活或媒体中幼儿熟悉的科技成果入手，引导幼儿感受科学技术对生活的影响，培养他们
对科学的兴趣和对科学家的崇敬。

7．在幼儿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帮助幼儿了解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从身边的小事入手，
培养初步的环保意识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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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三大类） 分类项目 具体内容

自然环境与人类

生 活的关系

常见动植物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动植物的特性、动植物的基本需要、
动植物的简单行为、动植物与环境
的关系

自然界中的非生物及其与人及动、
植物的关系

探索沙、石、土的物理性质，感
受水的无色、无味、无嗅、透明，
探索一些和水有关的物理现象

人体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人体外部基本结构及功能、人体对
环境的适应

探究身边事物的特
点及变化规律

天气、气候和季节
四季的变化、天气现象（冰、雪、
雨、雷等）

物体和材料 力、光、热、声、磁、电等

天文现象
天空中的物体及其变化规律，如太
阳、月亮、星星

感受科学技术及其
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生活中常见的科技产品及其
作用

家用电器、各种交通工具、现代农
业、各种科技玩具

使用简单的工具
使用小剪刀、小锤子，学习使用榨
汁器、订书机等

简单的科技小制作
运用工具和材料制作简单的科技玩
具，如做风车，做不倒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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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季节为主线选编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内容

------以季节为主线的编排方式与学前儿童生活密切相关，以自然常识为主。

采用单元式选编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内容

------以若干主题为单元，然后根据每一个主题选择相应的科学教育内容，编排时

兼顾横向和纵向的联系。

以幼儿园科学教育内容范围为依据

------幼儿园科学教育内容极其丰富，涵盖了我们身边所有的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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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基本方法——自主探究

具体方法包括:观察法、实验法、制作法、展示法、讨论法、游戏法等

(二) 幼儿科学教育方法的多元化

1. 利用艺术手段开展科学教育

2. 利用家庭及社会资源开展科学教育

四、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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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一 回忆并分析自己童年时期最难忘的一次科学探究经
历，并和同学交流。

练习二 请选取一则科学童话或故事改编成一个科学探究活
动，可以小组合作完成。

（参考资料：如“三只小猪”、“小水滴旅行记”、
“猴子吃西瓜”、“小蝌蚪找妈妈”、“尾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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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

• 为什么说对儿童进行科学教育，不仅是有利的、必须的，同
时也是可行的，但又有其特殊性？（必要性，可能性，特殊
性）



幼儿思维和科学思维

幼儿思维 科学思维

相信自己的“信念”，甚至无视、

歪曲事实

相信事实

物我不分，常常混淆主观的想法和

客观的事实

分清猜想和事实，对主观性的猜想

寻求客观性的证明

缺乏逻辑规则约束的滥绎式的推理

，跳跃性的结论

通过对事实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而

得出结论



敬请批评指正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