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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信 息

课程名称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项目名称 3.2 讨论交流型活动设计

授课时间 第三学期 授课对象 学前教育专业二年级学生

学习模式 混合式学习 教学学时 6 课时

一、内容分析

讨论交流型活动活动是学前儿童集体科学教育活动的最典型、普遍使用

的一种活动，从教学设计的几个主要环节开始：从活动课题的选定、活动目

标的设计、活动材料的准备、活动过程的设计等几个方面设计此类科学教育

活动。

二、学情分析

授课对象是学前教育专业二年级上学期的学生，通过前续课程的学习，

学生已经掌握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基础知识，能够利用信息化资源进行自主

学习。文理科学生对半，科学素养略有差异，对科学相关知识不甚了解，对

集体科学教育活动中的观察认识类、实验探究型教育活动的内容已经学完，

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对具体内容的设计仍然需要提高。

三、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理解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目标设计的原则；

理解并掌握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主要教学目标；

掌握讨论交流教育活动内容的设计；

掌握讨论交流教育活动过程设计的一般步骤；

掌握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指导。

能力目标

学习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提问的设计；

帮助幼儿创设表征符号，并且进行记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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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设计讨论交流教育活动方案。

素质目标

树立尊重科学的态度，不断学习科学知识的欲望;

具有科学求真务实、不断探究的精神。

四、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讨论交流教学活动的教学目标；活动内容以及材料的设计。

教学难点：讨论交流教学活动的方案设计以及教学活动的指导。

五、教学过程

一、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目标的设计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主要是以谈话、讨论、交流、探究为主的活动，因此

在确定活动目标之前，一定要对幼儿科学经验有所了解，根据幼儿的年龄特

点、经验特点进行讨论、探究。

（一）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目标设计的原则

1.考虑幼儿的发展能力

2.考虑核心科学概念

核心科学概念是教师制定讨论交流科学目标应该关注的问题。一个科学

内容往往包含了较多的科学概念，这些概念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只有

把握清楚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握活动中所要探究的问题，否则目

标制定就会笼统、模糊。

3.注意讨论交流方法的运用

（二）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主要教学目标

1. 能够大胆讲述自己的观点，愿意与同伴交流

2. 愿意倾听和评价他人的观点

3. 丰富讨论的有关经验，拓展认知范围、引发持续发展

二、讨论交流教育活动内容的设计

在确定讨论交流教育活动内容时，首要考虑的就是幼儿感兴趣的、能接

受的课题。再者，活动的内容要与幼儿的生活经验密切联系，使幼儿能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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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浅显的经验，这样幼儿才有内容可以讨论。讨论交流教育活动内容的

选择比较困难，正确的选择活动内容是活动开展的基础。

1.考虑幼儿已有的经验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内容的设计不是幼儿感到越陌生越好；相反，面对熟

悉的内容，幼儿容易产生共鸣，激发谈论的欲望，更能激起深入探究的情感。

2.考虑时效性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内容的设计要时刻与社会生活相联系。

3.考虑材料收集的容易性

应该避免选择难度大，材料不容易收集的课题。

4.考虑贴近幼儿的生活

从已有的知识经验出发选择讨论交流内容，有些内容就显得难、偏、旧，

不符合时代的发展，不符合《纲要》和《3 指南》的精神。

【实践训练】

学习选编讨论交流教育活动内容

幼儿园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内容

一、中班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内容

1.动物的尾巴

2.如何过夏天

3.秋天的收获

二、大班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内容

1.高铁开通了

2.保护水资源

3.牛奶营养好

三、讨论交流教育活动材料与环境的设计

教育活动材料的准备应该是幼儿实际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可以是一些图

片或视频等比较直观的材料。

1.根据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目标提供适宜的结构材料

2.可操作的材料简单实用，能够激发幼儿探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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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各种材料，尝试使用工具

4.收集与课题有关的图片

5.制作与课题相关的图片

6.利用多媒体技术，让讨论话题再现

7.营造自由宽松的讨论交流氛围

四、讨论交流教育活动过程的设计

探究活动是幼儿的一种主动活动。

（一）讨论交流讨论交流教育活动过程设计的一般步骤

1.提出假设——观察、发现、提出问题

观察是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源泉。观察客观物质世界，是儿童心理发展

的必然要求。幼儿一般对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探究，在发现问题之后提出问题，

幼儿对目标情境、可能的操作缺乏清晰的认知。

2.动手操作——尝试解决问题

幼儿动手操作形成了对具体事物的操作感知，而感知是形成经验结构和

智慧结构的主要方式。动手操作满足了幼儿思维的直觉行动和具体形象的特

点，满足了幼儿需要直接经验奠基的发展要求。

3.记录信息并得出结论——形成解决问题的信息

幼儿在与同伴或教师的接触中，可获取讨论交流的结果，收集有关的证

据，并且记录证据，对证据进行解释。幼儿对自己记录的信息进行解释的过

程，就是对观察、发现的问题尝试解决的过程。

4.表达与交流——探讨解决问题

表达与交流是幼儿探究后的自然流露。幼儿对探究结果的表达是多样

的，有言语的、有实物的。但更多的是用实例、模型表达，同时结合语言进

行交流。

在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让幼儿进行科学探究要注重上述的四个方面，

但不是在每个活动中都必须按照这样的过程机械地进行。最为重要的是，教

师要明确每一个活动最主要的目标，不要盲目套用探究活动的基本环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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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而牵强的设计相应的环节，使其成为一种僵化的模式。

（二）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提问的设计

对幼儿言语能力的培养是进行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前提。教师提问在科

学探究活动中是有重要作用的。教师在什么时候提问、提什么样的问题都会

深刻影响幼儿探究的主动性、深度和广度。提问的设计要注意以下几点：

1.直接性

直接性提问运用比较简单，能够把幼儿的注意力直接集中到将要讨论的

话题上，将幼儿导入讨论。

2.启发性

教师要掌握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提问的技巧，把握提问的时机，提出富

有启发性的问题。

3.适用性

提问要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认知水平和个性特征。

4.运用发散性提问

善于从幼儿的问题入手，进行发散性提问，才能引导幼儿在教育情景中，

在讨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建构知识，获得经验。

5.注意追问

追问，就是刨根问底地问原因、问结果。

6.注意问题与材料之间的关系

教师的提问要与操作材料之间建立联系；否则，材料的操作就失去了实

际意义。

（三）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记录的设计

1.记录要有明确的目的地

2.根据幼儿的理解能力，创造表征符号

3.鼓励幼儿借鉴他人的表征符号，理解分享表征符号

五、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指导

1.让幼儿自主选择活动材料

教师在巡视过程中，要注意反思讨论交流的内容是否适合幼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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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提供是否对幼儿的探究活动有促进作用，等等。

2.让幼儿体验探究的过程，发现乐趣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是以幼儿为主体的活动。

3.让幼儿自主选择活动过程

引导幼儿在活动中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探究活动。同时，教师要为幼

儿创设宽松、自由的环境，让幼儿大胆地讲述自己的想法，自由地进行交流。

4.帮助幼儿学习讨论交流的技能

在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教师要利用多种多样的表现活动方式，表达对

科学的认识。

5.注意观察幼儿讨论交流的情况

在幼儿进行讨论交流过程中，教师要尽可能地给幼儿提供空间和时间，

要避免打扰幼儿的探究活动。但是，这并不是说教师在幼儿探究活动中没有

任务，教师要巡视，要观察幼儿的讨论交流情况，了解幼儿在讨论交流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适时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幼儿探究的发展。

【实践训练】

（1）在教学活动目标的设计中，有关讨论交流的内容有哪些？

（2）在教学活动中，哪些地方体现出讨论交流教育活动？

（3）操作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4）对于探究的部分你是如何理解的？

活动名称：奇妙的杯子

活动班级：大班

活动目标：

（1）知道杯子的共同特点，讨论不同材料杯子的主要特点及应用。

（2）培养观察、发现、讨论、探索、创造的欲望和兴趣。

（3）学会讨论、交流的方法。

（4）培养发散思维能力及动手活动能力。

活动重点：知道杯子的共同特点，不同材料杯子的特点及应用。

活动难点：培养观察、发现、讨论、探索的欲望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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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准备：

（1）各种各样的杯子与少量瓶子混放在活动室内。

（2）同样大小的塑料杯、纸杯、搪瓷杯、不锈钢杯、瓷杯、玻璃杯若

干组。

（3）较淡的颜色水及热水。

活动过程：

1.引发主题

请幼儿给杯子和瓶子分类，通过观察比较，找出杯子与瓶子的不同点：

杯子口较杯身大，有无盖均可，一般用来盛装液体；瓶子口较瓶身小，有盖

密封，固体、液体、气体都可以盛装。

2.幼儿自由讨论、交流

请幼儿自由选取杯子，向同伴介绍“我喜欢的杯子”，并相互讨论总结

杯子的共同特征及用途。

3.幼儿自由探究、分类

请幼儿随意摆弄各种各样的杯子，比较发现杯子的不同点，并请幼儿根

据杯子制作材料的不同进行分类活动。

4.操作比较不同材料杯子的特点

（1）请幼儿捏一捏、压一压各种材料的杯子，说说发现了什么。引导

幼儿反复感知归纳出：塑料杯、纸杯较软；玻璃杯、不锈钢杯、瓷杯很硬。

（2）请幼儿掂一掂、比一比各种材料的杯子，说说发现了什么。引导

幼儿感知归纳出：瓷杯、玻璃杯重；纸杯、塑料杯轻；搪瓷杯、不锈钢杯比

较轻。

（3）请幼儿看一看倒上颜色水的各种材料的杯子，说说发现了什么。

引导幼儿观察归纳出：玻璃杯很透明；塑料杯比较透明；纸杯、瓷杯、搪瓷

杯、不锈钢杯不透明）。

（4）请幼儿摸一摸、试一试倒上热水的各种材料的杯子，说说有什么

感觉。引导幼儿感知归纳出：瓷杯非常热、瓷杯传热最快；玻璃杯、不锈钢

杯、纸杯、塑料杯、搪瓷杯比较热，它们传热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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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请幼儿想一想、说一说：哪种材料的杯子易摔坏？让幼儿知道玻

璃杯、瓷杯易摔坏；搪瓷杯易摔坏外瓷，铁身易锈蚀变坏，不如不锈钢杯结

实光滑；纸杯、塑料杯不易摔坏，但纸杯不如塑料杯结实耐用。

（6）请幼儿尽可能多地说出自己见过的杯子。

5.请幼儿讨论、实验，比较几种特殊杯子的不同

（1）一次性纸杯与塑料杯：纸杯易腐烂，无污染；塑料杯不易腐烂，

易造成白色污染。

（2）烧杯和一般的玻璃杯：烧杯可以加热，不易破裂；玻璃杯加热易

破裂。

6.请幼儿讨论不同情况时应选择什么样的杯子

（1）外出旅游。（结实、轻便、有提手、不易摔坏的杯子）

（2）给病人送热奶。（保温、带盖、有提手的杯子）

（3）给客人冲茶水。（保温、带盖、有把的杯子）

7.请幼儿观察杯子的外部细微特征，讨论杯子上的“小秘密”"

（1）高脚杯上的细长腿。（美观、方便）

（2）杯身上的“凹”部。（拿握方便）

（3）杯身上的平行纹。（拿握防滑）

（4）杯子上的杯把。（方便、不烫手）

（5）杯提手。（方便省力）

（6）折叠伸缩杯。（少占空间）

（7）杯盖。（卫生、保温）

（8）烧杯上的“尖凸小口”。（倒物方便，不洒物）

（9）杯身罩套。（隔热、防滑、美观）

8.出示实物，向幼儿介绍几种新产品，开阔幼儿眼界，萌发幼儿科技发

明意识

（1）贝瓷杯：贝瓷杯是利用贝类硬壳做原料加工制成的杯子。贝瓷杯

细腻、轻便、美观，且以“废物”为原料，有利于环境保护，深受大家喜爱。

（2）佳洁士塑料刷牙杯：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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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幼儿介绍诺亚口杯的发明者——著名青年发明家卢恩光教授。

活动延伸：

（1）绘画、讲述活动“我想发明的杯子”。

（2）纸杯或塑料杯制作活动“土电话”“飞碟”。

活动反思：

各种各样的杯子是幼儿非常熟悉而又经常使用的日用品。因此，在活动

中，教师注意收集利用丰富多彩的材料，结合幼儿的实际经验，调动幼儿多

感官参与，鼓励幼儿自由观察、操作、发现、比较、讨论与探究，充分展示

了一个以幼儿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发现学习的动态活动过程。让幼儿带

着浓厚的兴趣，强烈的探究欲望，对杯子的种类、材料、用途、细微特征及

异同展开了多角度的联想和思考，在亲自动手操作的活动中加深了认识，以

至于在“我想发明的杯子”这一环节中都积极参与，各抒己见。在此活动中，

幼儿的观察能力及创造思维能力得到了高度和谐的发展。

六、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的注意事项

1.允许幼儿出错

2.正视幼儿的“破坏性”行为

3.支持鼓励幼儿大胆提出质疑和求异

4.注意幼儿自发的探究主题

5.注意幼儿自发的探究方式

六、教学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