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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拓展 

一、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指导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是预定性活动，是集体

活动的一种形式。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主要是通

过语言运用达到讨论交流的目的，所以教师能

够用语言调动幼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的能力显

得尤为重要。 



一、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指导 

“提供丰富的可操作的材料，为每个幼儿都能运

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究提供活动的条件。”

这是《纲要》对科学教育的要求。根据自己的需要和

兴趣选择材料是幼儿主动学习的重要前提和基本条件

。 

1. 让幼儿自主选择活动材料 

3.3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拓展 



一、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指导 

让幼儿自己来选择材料和决定用材料干什么，不

仅有利于幼儿利用原有经验，表达清楚自己的想法，

按自己的想法和方式解决问题，获得有益的经验，还

有助于幼儿把自己看成一个能产生思想、能支配时间

的人，一个行动者和能解决问题的人，能使幼儿产生

一种想要发现的欲望。 

1. 让幼儿自主选择活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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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指导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是以幼儿为主体的活动。因此

，教师要善于发现幼儿身边有趣的科学现象，为幼儿

创造条件，让幼儿运用各种感官，参加探究活动，在

活动中开展讨论，指导幼儿进行交流、探究，并适当

地进行科学知识的渗透，使幼儿在活动中获得知识和

经验，体验发现的乐趣。 

2. 让幼儿体验探究的过程，发现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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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指导 

幼儿是学习的主体，有权选择探究活动的方式，教

师不可直接控制，而应给予尊重和支持，并引导幼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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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过程中，教师要引导

幼儿倾听同伴的意见，培养幼儿尊重他人的习惯，使讨

论、交流成为真正的有效的探究活动。 

3. 让幼儿自主选择活动过程 

3.3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拓展 



一、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指导 

在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教师要利用多种多样的活

动方式表达对科学的认识。教师要注意培养幼儿的语言

表达能力，使幼儿在讨论中能够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发现

、见解、主张，能够用语言描述自己在探究活动中的发

现和自己的心情；同时，幼儿在观察发现的过程中，容

易很快忘记观察到的情况，因此，教师可以帮助幼儿设

计图画符号来记录发现。 

4. 帮助幼儿学习讨论交流的技能 

3.3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拓展 



一、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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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适时提出一些问题，引

导幼儿探究的发展。 

5. 注意观察幼儿讨论交流的情况 

3.3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拓展 



一、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指导 

对于幼儿在讨论过程中产生的意见、分歧，教师要

及时让幼儿记录下来，不要轻易给出答案。在讨论、交

流中让幼儿将产生的意见、分歧讲述出来，大家一起讨

论，得出答案。 

5. 注意观察幼儿讨论交流的情况 

3.3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拓展 



二、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的注意事项 

     《纲要》中指出：“为幼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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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教师要注意幼儿在讨论交流过程中信息的交

流、经验的积累。教育是一把双刃剑，它有着激发和压

抑求知欲和探究精神的双重作用。 

3.3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拓展 



二、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的注意事项 

1. 允许幼儿出错 

教师要善于判断幼儿出错的真正原因，并给予幼儿

出错的权利，把幼儿的错误作为了解幼儿思维认知水

平的线索，以便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内容，组织教育

活动。 

教师在指导幼儿进行讨论交流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 

3.3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拓展 



2. 正视幼儿的“破坏性”行为 

幼儿在一日生活中经常表现出积极主动探究和认识

周围世界的强烈愿望。在幼儿有与众不同的想法和做

法时、行为与可灵活调整的常规发生矛盾时、行为表

面上看来有破坏性时，教师不要急于批评或制止，要

问清幼儿这样做的原因，了解幼儿的真实意图。 

教师在指导幼儿进行讨论交流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 

二、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的注意事项 

3.3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拓展 



3. 鼓励幼儿大胆提出质疑和敢于求异 

幼儿的问题总是很多，并且具有追问的特点，一直

要问到自己觉得满意为止。在这一过程中，有些问题

可能是教师一时不能回答的。幼儿的这些问题和疑问

，都是幼儿学习科学的起点， 

教师在指导幼儿进行讨论交流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 

二、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的注意事项 

3.3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拓展 



教师能够回答的要耐心解答，不能回答的要与幼儿

一起探究答案；要尊重、接纳幼儿发表不同的意见，

进行多种探究尝试，并鼓励幼儿与同伴一起分享探究

的发现和经验。教师要通过自己的言行让幼儿认识到

答案是在活动探究中取得的。 

教师在指导幼儿进行讨论交流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 

二、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的注意事项 

3.3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拓展 



4. 注意幼儿自发的探究主题 

引导幼儿自主决定探究主题，教师就能了解幼儿真

正想知道和了解的知识，就能从幼儿的内在需要出发

，引导幼儿进行探究。这样的科学探究活动可调动幼

儿参与探究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教师在指导幼儿进行讨论交流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 

二、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的注意事项 

3.3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拓展 



5. 注意幼儿自发的探究方式 

幼儿的科学是行动的科学，在幼儿眼中，操作、探

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幼儿科学活动的组织应该满足幼

儿探究的欲望。在探究的过程中，幼儿可能会运用到

各种探究方法，教师不要统一要求运用某种或某几种

方法，表明只要能够完成探究任务即可。 

教师在指导幼儿进行讨论交流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 

二、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的注意事项 

3.3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拓展 



让幼儿自主选择探究的活动方式，放手让幼儿相互

讨论和协商，要用多种方式表现、交流、分享探究的

过程和结果。 

教师在指导幼儿进行讨论交流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 

二、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的注意事项 

3.3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拓展 



 

 

 

 

 

 

 

 

 

 

 

 

 

 

实践项目  学习指导幼儿园讨论交流教育活动 

（1） 能够指导简单的幼儿园讨论交流教育活动。 

（2） 能够指导活动中讨论的方法、讨论结果的表述。 

 

 

在见习的幼儿园中进行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 

指导，并写出详细的活动反思。 

实践活动 



知识小结 

      本单元系统地阐述了幼儿园科学活动中讨论交流

教育活动的活动设计。讨论交流教育活动是幼儿园科

学教育活动常用的一种类型，是指幼儿在教师的指导

下，围绕某一种活动主题与同伴进行平等的交流，陈

述自己的发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困惑，质疑他人的

发现与观点的活动；是幼儿在教师引导下的，通过看

和说来表达自己的发现、探究及结果的活动，主要以

交流为手段。 



知识小结 

      本单元对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目标设计、内容设计、

材料与环境设计、过程设计、教学指导等提出了具体的

设计要求。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能够系统地掌握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设计的整体步骤，为学生设计讨论交

流教育活动方案奠定基础。 



知识小结 

     幼儿的讨论交流教育活动虽然有一定的目标和主题，

但是教师在指导的过程中，如果不注意对讨论交流的引

导，容易使幼儿的探究偏离活动目标。因为讨论、探究

对于幼儿来说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教师在设计活动时

要全面考虑活动目标的达成难度。 



思考练习 

3.2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设计与指导 

1.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指导包括哪些方面？ 

2. 结合实际案例说说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提问的重要性。 

3. 结合实际案例说说讨论交流教育活动中记录的运用。 

4. 讨论交流教育活动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