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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所谓生活中的科学教育也就是利用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或者发生的一些突发性的事
件或现象进行随机的教育。
 生活中的科学教育具有随机性和生成性的特点。
对于幼儿来说，在他的生活中的随机经验是最自然、最有意义、最具体、最容易了解、也最不容易忘
怀的经验。
如在户外游戏时，在草地上发现飞舞的蝴蝶，在大树下发现搬动饼干渣的蚂蚁，或者中午时突然下起
了雷阵雨，这些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事件都会引起幼儿极大的好奇和兴趣，教师可以适时抓住机会，运
用一些问题让幼儿推理、思考或者安排一些活动，引导幼儿回忆旧有的经验并使之进一步探究与发现
，这样的学习富有情趣，容易理解，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形式。
它能够更好地满足幼儿探索周围世界的好奇心，有效拓展幼儿学科学的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的范围
，培养幼儿对周围世界的敏感和关注，有利于具有科学潜能的幼儿的进一步发展。
 科学是幼儿每天生活的一个部分，在生活中学习科学是幼儿科学教育实施的重要途径。
教师应当具备敏感的教育意识，对幼儿自发探究行为进行引导，善于在生活中进行科学教育。
 二、日常生活中科学教育的实施 （一）捕捉和分析生活中所蕴含的科学教育内容 首先，幼儿一日生
活中的各个环节有着丰富的幼儿科学教育内容，教师应当善于分析和利用一日生活各环节中所蕴含的
科学教育价值，使之成为幼儿科学教育的有效途径。
 配合进餐活动可以向幼儿介绍食物的名称、蔬菜和水果的营养价值，和幼儿一起试着来亲手制作食品
；值日生分发餐具、收拾玩具、整理物品等，这些活动中都渗透了科学方法，可以引导幼儿学会解决
问题。
 餐后的散步活动中，教师可以和幼儿一起观赏院子里花草树木的生长变化、观察天气与气候；盥洗活
动中，教师可以引导幼儿感受水的作用，养成节约用水的环保意识，进行环保教育。
 户外活动是引导幼儿观察自然环境、感受季节和气候变化的绝佳时机。
户外的各种游戏活动更可以帮助幼儿生动地感受和探究科学现象。
如夏天的玩水游戏、玩沙游戏；春秋天的放风筝、玩风车、拣落叶；冬天的打雪仗、堆雪人，等等，
既是幼儿的大肌肉活动，也是有趣的科学游戏活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编辑推荐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