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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教育是孩子成长发育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培养孩子创新思维能力的关键时刻。在幼儿园开展科学活动可以增强孩子的动

手动脑能力,同时也能让孩子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发现科学的奥秘。基于此,文章就生活化、游戏化在幼儿园科学活动中的实施策略进行

解读。 

[关键词] 生活化；游戏化；科学活动 

 

1 在科学探索中贯穿游戏 

想要将游戏有效地贯穿于幼儿的科学探究过程中,促进幼儿科学素养

的提高,教师就要借助生活中常见的活动内容,帮助幼儿理解和体会知识。

特别是大自然中常见的内容,可以更好地将幼儿的兴趣激发,促使幼儿积

极地开展科学探究活动。大自然对于幼儿来讲就是活的教材,能够吸引幼

儿的注意力,调动幼儿的主观能动性。教师想要有效地将生活化内容通过

游戏的形式引入科学探究中,就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能够发现

幼儿科学探究中的倾向,抓住幼儿科学探究的具体内容,将幼儿科学探究

的需求有效地把握,合理地组织幼儿开展科学探究活动。 

2 幼儿科学活动形式生活化 

习惯的幼儿科学活动,教师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反复地观察和讲解,做

到先声夺人,幼儿很少有机会亲身体验,而科学探究活动的优势就在于幼

儿能够全身心的投入,不受时间、空间、常规的约束可以随心所欲地说、

随心所欲地做、随心所欲地想,过程组织生活化的策略就是密切幼儿生活,

以触动幼儿的内心体验为核心,从创设情景中入手,根据不断出现的新问

题,搭建幼儿内心体验的新平台,以深刻体验为基础,丰富幼儿的经验。在

每次活动中,我们总是采用设置情境引起幼儿兴趣、提出问题、假设猜想、

动手操作、记录信息、分享与交流这几个模块来进行活动,通过这样的尝

试、探究,我们不难发现只要给幼儿机会去尝试、去实验、去操作、去思

考,幼儿好奇心就会得到满足,同时,他们会产生新的好奇,不断追求科学

真理。 

3 创设生活化情境,注重探索互动 

教育是一种环境,课堂教学环境就是影响幼儿成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幼儿阶段的学生不仅依赖系统、直接地传授和学习知识,更依赖于周围环

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课堂教学中,为幼儿创设生活化情境,将幼儿

带入到生活化科学探究氛围中,让幼儿犹如身临其境,对科学探究产生浓

厚的兴趣。通过周围环境的影响,通过直观知识的传递,为幼儿的学习以及

生活都创设一个科学探索环境,让幼儿在探索中发现科学问题,感受科学

知识,掌握科学知识。 

4 开展科学活动游戏化教学 

游戏化教学实际上就是指通过不同的游戏的形式组织和开展幼儿

科学教育活动。为了能够更好的开展科学活动游戏化的教学,教师应该

转变集体的教学模式,通过特色的活动充分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通过

区域游戏更好的实现自主探索,促使幼儿能够走出班级,走向社会、走向

自然。例如在开展区域性的科学游戏的过程中,应该以班级为开展地点,

在活动当中,教师应该根据幼儿的兴趣以及年龄相关的特点为其设置科

学小实验和小游戏,如“空气系列”“光影魔幻”“水世界”等。在相同

的时间之内,教师应该为幼儿提供多个游戏内容,让幼儿进行自主选择。

幼儿可以在这过程中自由的选择自己喜欢的科学游戏进行开展和参与,

有助于促进幼儿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以及合作,促使班级教育资源能够获

得更好的作用。 

5 有针对的举办学习课程 

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所传授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课程是不相同的。

所以幼儿园在开展科学探索活动时,要针对此年龄阶段的孩童,他们对这

个社会的认知程度去举办探究的课程。幼儿时期孩子们会被自己所感兴趣

的事物吸引,所以要依据他们的兴趣爱好创设课程。而且幼儿时期的孩子

们自控力比较差,因此需要创设鲜明生动形象的科学活动,激发他们主动

探究新知识的兴趣。例如依据孩子们爱惜小动物的心理,带孩子们去户外

观察一些小动物的生活习性,教他们如何喂养和照料。让他们在生活中亲

自经历喂养动物的过程,培养他们的爱心。 

6 结合实际生活,提供良好的科学探究材料 

在进行科学活动的时候,材料是幼儿能够有效的进行科学活动的关键

因素。但是,以往的科学活动的开展,取材往往都脱离实际,导致幼儿在进

行科学活动的时候,没有熟悉感,因此很容易导致幼儿对科学活动的进行

产生抵制的心理。对此,在科学活动开展的时候,幼师在选材上要选择幼儿

熟悉的材料,从实际生活中取材,以此来让学生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以此

来促进科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7 结语 

生活,游戏,教学,在幼儿园中相互结合,教材源于生活,所以我们以孩

子们喜欢的方式来传播知识,让他们在生活中学习,在游戏中成长,得到全

面发展。随着教育的不断改革,教育方式也变得生活化,游戏化,孩子也变

得更加活泼可爱,孩子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增加他们也在不断的爱上学习,

让他们在快乐幸福的环境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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