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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指南 

1. 任务名称： 

【实践训练】 

练习观察活动的目标表述 

分析《指南》中科学教育目标 

分析案例中的准备活动 

2.达成目标： 

掌握观察认识教育活动目标设计的原则； 

掌握观察认识教育活动的主要教学目标； 

掌握观察认识教育活动内容设计的内容； 

3.学习方法建议： 

认真查看《学习任务单》，明确每个环节的学习任务； 

积极参与小组合作活动，在做中学 

4.课堂学习形式预告： 

 

 

 

 

二、学习任务 

【实践训练】 

练习观察活动的目标表述 

活动名称：认识苹果 

活动班级：小班 

活动目标： 

动手做，先体验， 

揭原理，促思考 

联系实际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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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看、闻、摸、尝等方法感知苹果。 

（2）能够说出苹果的外形特征、味道等。 

（3）初步学习顺序观察的方法。 

分析： 

目标 

（1）中具体说出了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认识苹果，具有可操作性； 

（2）中运用行为目标的表述学习后要达到什么效果； 

（3）虽然运用行为目标表述，但是具体表述出了学习顺序观察的方

法，而不是宽泛地说学习观察的方法。 

【实践训练】 

分析《指南》中科学教育目标 

3～6 岁儿童科学领域的初步探究能力目标 

3～6 岁儿童科学领域需要具有初步的探究能力，具体各年龄段目标

如表 2-1 所示。 

表 2-1  3～6 岁儿童科学领域的初步探究能力目标 

3～4 岁 

（1）对感兴趣的事物能仔细观察，发现其明显特征。 

（2）能用多种感官或动作去探索物体，关注动作所产生的结果 

4～5 岁  

（1）能对事物或现象进行观察比较，发现其相同与不同。 

（2）能根据观察结果提出问题，并大胆猜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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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通过简单的调查收集信息。 

（4）能用图画或其他符号进行记录  

 5～6 岁 

（1）能通过观察、比较与分析，发现并描述不同种类物体的特征或

某个事物前后的变化。 

（2）能用一定的方法验证自己的猜测。 

（3）在成人的帮助下能制定简单的调查计划并执行。 

（4）能用数字、图画、图表或其他符号记录。 

（5）探究中能与他人合作与交流 

【实践训练】 

分析案例中的准备活动 

活动名称：各种各样的汽车 

活动班级：大班 

活动目标： 

（1）通过观察和比较等形式，知道汽车的功用及外形特征。 

（2）发展幼儿的观察比较和分析综合的能力。 

活动准备： 

（1）几种常见车的图片及玩具汽车。 

（2）教师能够说出各种车的用途. 

活动过程：  

1.听各种车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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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幼儿仔细听，辨别出几种不同的汽车（有消防车、救护车、警车和

卡车等）。 

2.观察比较 

（1）出示自行车、消防车、警车、洒水车,让幼儿观察这些车的构造。

哪些地方是一样的？哪些地方又是不一样的？ 

（2）小结：这些车都有圆圆的车轮。消防车和警车的叫声不一样，

消防车是红色的，上面有水箱、管子和梯子，专门用于救火。警车是

白色的，专门用于抓坏人。洒水车有水箱，用于清洁马路。知道每种

车都有不同的功用，所以有不同的名字。 

（3）观察这些车的车轮。知道不同车的车轮数也是不一样的，有 2

个、3 个或 4 个、6 个等。 

3.说说你还看见过哪种车 

幼儿说出和别人看过的不一样的车，比比谁说得又对又多，并能说出

它们的功用.  

分析： 

（1）该案例的活动准备都包括了哪些准备？ 

（2）结合案例说说观察认识活动的材料准备。知识和情感方面应该

有哪些准备？ 

三、资源链接 

幼儿园观察认识活动一般都是预定性的科学教育活动。活动目标

是活动预期要达到的目的,它是每一项活动的核心，目标应贯穿活动

的始终。观察认识活动的目标主要由 3 方面组成，即科学知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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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科学情感态度。 

（一）观察认识教育活动目标设计的原则 

1.对幼儿已有的经验有概括了解 

教师在引导幼儿观察学习科学活动之前，应对幼儿原有的水平进

行了解，不能简单地根据幼儿年龄阶段的水平来确定活动目标，因为

幼儿实际水平与理论水平是有差异的。 

2.注重幼儿的实际发展水平 

观察认识活动目标的制定应考虑幼儿的发展，也就是“最近发展

区”。制定目标的基础是对幼儿的了解，只有对幼儿的认知水平、兴

趣、个性特点等各方面都有充分了解，才能设计出贴合幼儿实际的目

标。 

3.表述应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 

目标根据其呈现的方式可以分为行为目标和表现性目标。 

所谓行为目标是指一种以具体观察或测量的幼儿行为来表示的，

描述的是对教育效果的预期。 

所谓表现性目标，是指一种非特定性的、较广泛的目标。 

在活动目标的撰写中，具体采取什么形式的目标，取决于所要观

察的具体对象。观察认识活动的目标，多数以行为目标来表述。 

（二）观察认识教育活动的主要教学目标 

（1）对物体、现象的观察能力，掌握观察的技能。即个别物体

观察、长期系统性观察、比较性观察、间或性观察、室内观察和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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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观察事物的变化和现象的发生。 

（2）对观察对象的科学认识，即认识观察对象的显著特征，认

识观察对象的多样性，描述事物之间的异同，探索观察对象的变化规

律。 

（3）对观察结果的表达能力，包括大胆讲述观察中的发现、描

述观察事物的特征、用图画记录观察结果等。 

（三）观察认识教育活动内容的设计 

活动内容的设计是指针对已经选择的内容，确定学习范围和深

度。具体来说，就是在已经确定学习内容以后，针对内容本身，确定

让幼儿了解的内容有哪些方面。 

观察认识活动内容的设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对象符合幼儿的认知发展水平 

2.要有合适的容量 

3.对象选择要符合季节性和时间性 

观察认识活动的内容设计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季节选择合

适的观察对象，特别是一些生物节律比较明显的动植物和自然现象

等。 

4.了解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已有经验 

观察认识活动内容的设计必须了解幼儿不同年龄阶段所应该观

察的对象，避免内容过难、过深。 

5.与生活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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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认识的对象应来自幼儿的实际生活，是幼儿熟悉的，是幼儿

感兴趣的，是幼儿能够理解的，符合幼儿认知水平的。 

观察活动内容的设计不能仅仅考虑一节活动，而要从整个课程内

容来考虑，即要考虑整个课程内容的均衡性。 

（四）观察认识教育活动环境与材料的设计 

活动材料的准备是观察认识活动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活动过程

的进行和活动目标的实现。观察认识活动时所用的材料和环境是幼儿

科学教育的外部条件之一，是为幼儿主动建构的重要信息桥梁。 

（一）知识准备 

知识准备包括教师知识的准备和幼儿知识的储备。 

1.教师知识准备 

教师要有广泛的知识积累。对于某一科学知识，教师要有相关的

知识，以便于深入浅出地指导幼儿观察，并能够说出其中的道理。教

师知识准备主要是考察教师的日常积累，但是在某一活动内容确定、

目标确定后，教师还要就这一课题进行相关的知识查阅，要对所涉及

问题都非常清晰，以免在活动中手足无措。 

2.幼儿知识准备 

幼儿要提前对事物有所了解。 

（二）环境与材料的设计 

1.物质环境 

（1）观察认识活动要求有能够容纳全班幼儿的空间。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学习单 

 
 

 8 
 

（2）观察对象的选择要恰当。 

2.心理环境 

心理环境的创设要求教师要以尊重、亲切的语调与幼儿交流观察

到的事物或现象的特征；能够倾听幼儿的发现；不用命令的语气与幼

儿说话。对于有困难的幼儿，教师要给予帮助，不应显示出对幼儿能

力的否定。 

3.对观察认识活动材料的要求 

（1）观察活动的材料应紧扣目标。 

（2）观察活动的材料应该具有典型的特征。 

（3）观察的材料要充足。 

（4）观察材料的摆放符合观察的形式。 

（5）户外观察应注意观察场所的安全性和卫生问题。 

（三）情感的设计 

教师要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活动中，指导幼儿活动的进程。 

 

四、困惑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