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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核心素养的重要特征是学科性与探究性的融合，幼儿科学核心素养的学

科性要求科学活动开展时按照生物科学、自然科学、地球和空间科学、环境和生

态领域、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等领域进行，探究性主要指向将科学探究能力融入不

同的科学核心素养之中，对幼儿的科学探究主动性、探究能力和科学探究后的认

知都提出要求。素养是在人与情境的互动中生成的，故情境设计是培养核心素养

的必然选择，提倡体验学习，围绕幼儿科学核心素养的指标框架去设计针对性的

活动，提供相应的材料让幼儿自主操作、体验，是教师引导幼儿实现科学核心素

养中每个发展指标的主要途径。 

我园是科技特色幼儿园，自 2018年起，践行“自主体验”式理念，启动自

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活动，在搜集分析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幼儿园开展的

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活动的情况及活动中幼儿科学核心素养发展情况进行调

查，梳理不同年龄段、不同类型的科学活动的目标、内容、方式及实施策略，以

体现自主体验式的游园会活动为载体，重视幼儿与环境、幼儿与材料、幼儿与人

的多元互动；重视幼儿提出问题、寻求答案的过程，有效促进幼儿科学核心素养

系统地发展，关注幼儿核心素养的获得。 

 

（一）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的活动设计 

1、确立培养幼儿科学核心素养的分层目标 

根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科学领域中指出“幼儿的科学学习的核心是

激发探究兴趣，体验探究过程，发展初步的探究能力”的培养目标，确立了了我

园科学核心素养的总目标以及结合各年龄特点的科学核心素养培养分层目标。 

（1）确立幼儿科学核心素养的总目标： 

在科学与艺术同行，环保与人文相融的各类活动中，让幼儿在感知、体验、

探究中成为健康乐活，友善乐群，好奇乐究，爱探索，善发现，慧创造，乐分享

的长三儿童。 

（2）确立幼儿科学核心素养的分层目标： 

 小班：初步感知、喜欢接触大自然，对周围的事物感兴趣，乐意好奇地



摆弄物品，用多种感官或动作探索事物观察现象的发生和事物的变化，尝试用简

单的描述性的词汇或图画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探索结果。 

 中班：愿意动手动脑探索物体和材料，并乐在其中，能辨别事物的特征，

感知事物的典型特点，能根据观察结果提出疑问，并运用已有经验大胆猜测，用

图画或其他符号记录自己的探究过程或结果并对现象和发现进行直观、简单的解

释。 

 大班：乐于尝试使用多种材料、方法和角度来进行观察、探究、解决问

题，并有初步的设计意识。能在观察、比较与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并描述事物的

特征或变化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根据观察到的现象，结合已有的经验进行合理的

推论。能与其他幼儿，围绕一个问题或一项任务，分工协作进行探究并用叙述性

语言来传达信息、提出问题、提供解释。 

2、梳理培养幼儿科学核心素养主题活动的基本内容 

（1）关注幼儿个别化学习活动， 形成培育幼儿科学核心素养的主题活动内

容 

我园的游园会内容部分来源于班级的科学区活动，教师根据各年龄段活动主

题设计科学区的内容，并有目的的选取优质的科学活动根据主题进行分类，并转

化为每月一次的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活动。幼儿对班级活动具备一定的原有经

验，他们在玩的过程中不满足操作摆弄，会在基本玩法上进一步的进行创造性探

索，要求百分百的成功率。部分对活动了如指掌地幼儿在游园会现场会主动为经

验空白的其他孩子进行基本玩法的活动指导。有了前期活动体验和经验积累，幼

儿的活动效率和探索创意大大提高。 

（2）关注家长、社会资源，形成培育幼儿科学核心素养的主题实践活动。 

结合我园“保育与教育并重、传承与发展相宜、环保与人文相融、科学与艺

术同行”的办园思路，通过日日问、周周演（科艺小舞台）、月月游（自主体验

式科艺游园会）、学期观（参观科技博物馆、汽车博物馆、植物园）、学年节（科

技节与艺术节）的活动落实，给幼儿搭建展示的舞台，各类实践活动是体现幼儿

核心素养的必要途径，亦是让幼儿在实践中体会科学的魅力，内化科学品质。 

3、确立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的活动主题 

我园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的活动设计的主题是由核心素养出发的，根据

《3-6岁学前儿童发展指南》、《童心玩科学》等，结合我园科学教育目标，梳



理出科学兴趣与态度、科学知识与内容、科学方法与能力三个维度的科学核心素

养，其中科学知识与内容有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地球宇宙、人与科技四个方面，

包括植物与动物、光影、电与磁、声音、力与简单机械、空气、水、人与科技、

天气和气候、地球与人类等。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展了游园会主题调研， 从调

研问题汇总发现，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主题 76%是教师与幼儿共同产生，68%

主要结合主题教材和季节特点而定，体现出重视孩子的兴趣热点。 

 

（二）思考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的活动设计针对不同幼儿年龄发展特点

在培育幼儿核心素养中的适宜选择 

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的设计中，应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与之相匹配的科学

活动的经验水平，为小、中、大班幼儿不同的年龄特点设计安排相应的科学活动，

才能发挥其教育功能。 

1、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形式的选取要考虑幼儿年龄发展特点的适宜性 

小班幼儿有自我为中心的特质，在游园会活动的开展中，更加适合教师一对

一形式的活动，在过程中不宜受他人的影响与干扰。小班幼儿的理解更偏向于科

艺活动的实验结果，如游园会活动《海绵宝宝》中。教师化身为“魔法师”，展

示海绵会变形、有弹性、会吸水的特性，结合有趣的情景更能引导小班幼儿能持

续集中注意一段时间，认真仔细地观察事物及其变化，培养幼儿专注认真、坚持

的科学兴趣与态度。 

中、大班幼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社会性经验也会随之丰富而发展，因此，

结伴、小组式的进行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更有利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幼儿，围

绕一个问题或一项任务，分工协作进行探究，并用语言的方式与同伴或成人就探

究的过程和结果、自己的感受和发现等进行描述、解释，更有利于培养幼儿的科

学方法与能力。 

2、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类型的定位要关注幼儿年龄发展特点的适宜性 

小班幼儿以形象思维模式为主，应选择一些直观、带有情节性的科艺活动，

如《声音魔法师》的游园会活动设计中，小班幼儿通过听一听、摸一摸、玩一玩

的多种感官和动作探索事物，从而能轻松又能明确地通过事物的明显特征，感知

不同的物体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在活动中，教师可以在活动中控制动态的时间，

避免时间过长，并适时的引导幼儿用描述性的词汇对观察经验和发现进行讨论，



初步培养小班幼儿交流描述的科学能力。因此，小班幼儿适宜科艺游园会类型更

倾向语言、感官、口头。               

相比较小班，中、大班幼儿发展为抽象思维模式，各方面机能都在发展，幼

儿的知识储备相对更为丰富，大班幼儿的思维能力和敏捷性更高，不仅能根据观

察到的现象，结合已有的经验进行合理的推论，甚至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或逻辑

推断，对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所以更应该选择更具有挑战性、智力、竞赛等的

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活动。 

如《转转乐》的游园会活动设计中，教师将 KT板上的洞洞进行涂色（蓝色、

红色），与其相对应的是乒乓球的颜色（蓝色、红色）（图 1-1），从活动现场

反映观察得出，幼儿挑战欲望强，努力把球转到相应颜色的洞中。两个人合作时

难度更大，需要根据球的位置调整自己的高低（图 1-2），同时也是对幼儿耐心

的挑战。教师巧妙的设计亦考验孩子的观察力，部分幼儿初次接触这个游戏，对

方法还不甚了解，会通过观察和模仿自己（或寻找同伴）一起尝试，培养的了幼

儿合作的科学能力。 

              

图 1-1                                    图 1-2 

在竞赛类的活动中，也更能看出幼儿围绕一个问题或一项任务，分工协作进

行探究的科学合作能力。教师在方案设计中增加游戏情境。使合作、竞赛、挑战、

奖品等游戏要素的存在让孩子更多地表现自己，让科学活动游戏化。 

如在《一起来探雷》的游园会活动设计中，教师设计了以小组为单位的闯关

游戏情境，猜一猜，探雷器发出声音的物品有哪些。探一探，挑战探雷王，记住

每一个“雷”所在的位置，在活动观察中可以看出，中班幼儿专注于扫雷的过程，

探究现象的背后的科学道理：有磁性的物体会发出警报声。大班能运用数字、图

画、图表或其他符号等记录探究过程和结果，也满足了他们的竞技欲望。由此可

见，中大班幼儿适宜科艺游园会类型更倾向智力、思维、竞赛。 

 



表 1：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的活动设计针对不同幼儿年龄发展特点在培育幼儿

核心素养中的适宜性倾向建议表 

年龄段 适宜科艺游园会形式倾

向 

适宜科艺游园会类型倾向 适宜科艺游园会游戏化思维方

式倾向 

小班 集体、一对一 语言、感官、口头、 形象思维 

中大班 
结伴、竞赛、合作、挑

战 
建构、思维、语言、竞

赛、智力、 

抽象思维 

 

（三）明确幼儿核心素养在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目标制定中的整合体现。 

活动目标的制定是活动教学有效性的核心，对于自主体验式可以游园会活动

的设计也是如此，《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科学领域中指出“幼儿的科学学习

的核心是激发探究兴趣，体验探究过程，发展初步的探究能力”，我园的探究式

科学教育注重培养幼儿的科学素养，拟定的科学核心素养维度分为三个维度，分

别是科学兴趣与态度、科学知识与内容、科学方法与能力，三维一体的开展自主

性探究，结合核心素养目标中加以整合体现。 

1、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中幼儿核心素养在科学兴趣与态度目标制定的整

合体现 

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活动的开展，不仅仅能培养幼儿喜欢接触大自然，对

于科学好奇好问探究的兴趣，更是和幼儿专注认真、坚持、乐于创造的品质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两者相互关联，在活动的过程中，幼儿是否能集中注意力，认

真仔细地观察事物及其变化，在遇到困难时是否会轻易放弃，是否乐于尝试使用

多种材料、方法和角度来进行观察、探究、解决问题。因此，好奇好问、专注认

真、坚持、创造性等关键词同样要整合体现在活动目标的制定中。 

如《愤怒的小鸟》活动目标中提到“提高观察、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橡皮泥的沉沉与浮浮》中“培养幼儿坚持不懈、不怕失败的品质”，都是和

幼儿的品质发展相关联，并在活动的组织过程中贯穿起来整体加以体现，也充分

显现出幼儿园科学与艺术相结合，设计与组织的整合性思考。 

2、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中幼儿核心素养在科学知识与内容目标制定的整

合体现 

整合科学知识在目标的制定上的体现是绝对占有优势的。因为指向性的明

确，让目标的清晰度也相应的凸显。在制定整合科学知识与内容的目标前，核心



经验的理论支撑显得格外重要，教师在设计目标时，需要有思考、有意识的结合

生命科学、物质科学、地球宇宙、人与科技等科学核心经验，继而依据不同年龄

段的关键核心经验选择内容，创设游戏情境，投放简单低结构材料。幼儿在活动

中认知的发展需要依靠教师制定的正确、有科学依据、有逻辑、有层次性的目标。 

如《水杯乐》活动目标中“认识和感知液体是向下流动的”，以及《猴子捞

月》中“感知磁铁可以互相吸引，也可以吸引其他含铁的生活材料。”其中的认

知概念分别来源于“水”（图 2-1）和“磁”（图 2-2）的各年龄段科学核心经

验，可见认知概念在目标中的体现是不可缺失的，也是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活

动设计与组织的核心部分。 

表 2-1 

有关水的各年龄段科学核心经验 

小班： 

在操作中发现液体会流动。 

感知液体的颜色、味道不同。 

尝试将不同的液体进行混

合。 

 

中班： 

发现物体的性质会影响其运

动。 

发现材料的性质会发生改变。

（如将红色和红色颜料混合

变成了橘色） 

认识到液体总是向下流淌。 

了解物体的特性是可以测量

的。 

感知和体验材料具有溶解、传

热等性质或用途。 

 

大班： 

发现材料的特性可以通过某

种途径进行改变（如加热、冷

冻、混合、折弯） 

发现材料具有不同的存在状

态：固态、液态和气态（如水

的三态） 

使用简单的工具对物体的特

性（如温度、重量、大小等）

进行测量和比较。 

 

表 2-2 

有关磁的各年龄段科学核心经验 

小班： 

感知磁铁能够吸铁。 

发现磁铁隔着一些物体也能

吸铁制品。 

 

中班： 

1、感知磁铁之间具有相互作

用。 

2、感知磁铁能使原来不具有

磁性的物质获得磁性的磁化

过程。 

 

大班： 

1、感知磁铁可以互相吸引或

者相互排斥，也可以吸引或排

斥某些其他材料。 

2、体验磁铁在生活中有广泛

的应用。 

3、影响磁力大小的各种因素。 

 

 

3、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中幼儿核心素养在科学方法与能力目标制定的整

合体现 

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目标制定时，科学方法与能力上也要有所体现。科学

方法与能力中的观察与比较、测量、猜测、验证、合作、记录表征、交流描述，

这些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幼儿来说有不同的指向，指向的是不同的科学方法与能力



的发展水平。如果说科学经验和概念的习得只是即时性的目标达成的话，那科学

方法与能力上的目标达成对于幼儿在今后漫长的数经验习得过程中会起到事关

重要的影响作用。 

如《小小搬运工》中活动目标中“初步培养幼儿合作的意识。”以及《画片

王》中“运用简单的图画或其他符号记录自己的探究过程或结果。”就是将合作、

记录表征的方法与能力融入了目标中。 

（四）注重幼儿核心素养在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活动开展中的全面推进 

1、注重幼儿核心素养在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材料的选择的全面推进 

（1）关注幼儿年龄特点，提升游戏趣味性 

幼儿的思维主要是形象思维，以自我为中心，有着注意力难以集中的特点。

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影响，往往比较关注感兴趣、能动或者色彩艳丽的材料。如

《踩气球》活动中的彩色气球材料，在活动开始前就吸引了幼儿的注意力，幼儿

在大胆参与游戏的过程中了解空气的特性，探究过程专注认真，并有一定抗干扰

能力。如《空气弹弹乐》中的充气毛毛虫，材料的趣味性增加了幼儿的挑战欲，

活动的积极性、持久性自然而然的保持到更佳的状态。所以，材料的选择和投放

需要具备趣味性，促进幼儿和材料的互动，引导幼儿积极探索周边事物。 

         

（2）利用线索型材料，提升探究持久性 

幼儿具有一定的探究能力，在思维创新性之前，经验借鉴就是思维变通的一

种载体。教师适当加入了探索性材料，例如在活动《不倒翁》中教师创设了步骤

图和示意图来引导幼儿，幼儿根据线索调节螺帽的位置，改变蛋宝宝的重心，根

据观察到的现象，结合已有的经验进行合理的推论，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幼儿猜

测与验证的科学能力，增加了探究的持久性。在幼儿探索习得通过击打不倒翁发

现重力也能影响物体的运动方式的经验的同时，思维开始变通，同伴间的互动和

启示也自然而然地形成，对于一些个别思维缓慢的幼儿来说，观察也是一种习得。

因此，在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活动的过程中，线索型材料能激发幼儿之间自主

讨论，能引导幼儿主动并且持久地进行科学探究。 

（3）利用低结构材料，提升探究的多元性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指出：“应注重引导幼儿通过直接感知、



亲身体验和实际操作进行科学学习。”可见，爱操作、乐探索是幼儿的天性。我

园在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中使用的低结构材料按材质分围绕纸质类、塑料类、

金属类、自然物品类和毛线/棉类等进行归类整合。 

表 3-1 

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低结构材料汇总 

纸质类 
手工纸、卡纸、皱纸、报纸、铅画纸、玻璃纸、纸盒、纸箱、纸袋、纸卷

芯、纸杯、纸砖、纸碗、纸牌 

塑料类 
泡沫垫（大、小）、海绵棍、瓶罐、塑料夹、PVC管、吸管、软管、泡沫球 

、海绵纸、塑料杯、乐高、泡沫积木、雪花片、KT板、泡沫垫、光盘 

自然物品类 原木片、小木片、石头、树叶、树枝、贝壳、水 

金属类 铝箔管、磁性积木、磁力棒、回形针 

毛线/棉类 毛球、棉花、棉线、 

 

丰富、多变、组合、交互的低结构活动材料，更有利于培养幼儿的立体思维

和横向思维的发展，能更好的供幼儿进行观察、探索、分析、思考。如《物体的

沉沉与浮浮》活动中，教师提供了橡皮泥、水、塑料筐、碗、盘子、纸船、石头、

雪花片、贝壳、硬币、水、抹布、树叶、树枝、回形针等多种材料，幼儿尝试自

由摆弄，或通过改变外型，或直接将物体投入水中，观察其在水中的现象：是沉

是浮？没有固定的玩法，更能增强幼儿的动手能力和感知体验，加深孩子对“沉”

与“浮”概念的理解。因没有标准，没有了束缚，能力弱一些的孩子也能积极投

入活动，感受挑战与成功的喜悦。 

2、注重幼儿核心素养在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活动空间设置的全面推进 

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活动空间的设置，从原来的班级环境转变为全面开

放，将室内外空间开放提供给幼儿，提高幼儿对全园空间的辨识度，发现每个空

间角落的科学奇趣。 

如《玩转空气》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利用户外让幼儿幼儿感受空气无色

无味的特点，知道空气无处不在，了解风是由空气流动产生的。如光影世界中的

活动《多彩的泡泡》也从室内走向了大操场，满足幼儿跑起来的愿望，发现泡泡

会随风飞扬的特点，自然光下泡泡的五颜六色让幼儿感知光的折射和反射现象。 

不仅如此，幼儿能自由自主的进入我园公共空间游戏，如利用光影玩魔幻地

面和墙面，走进小黑屋玩皮影戏和光影墙。户外和公共空间的有效利用，不仅体

现出空间的多元整合，而且使幼儿接触到更多高科技智能化的主题游戏，用多种

感官或动作探索事物，体现科学与游戏的高度融合，满足幼儿视角下的自主体验



式科艺游园会的空间变化。 

（五）强调幼儿核心素养在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教师支持时的充分感知 

1、重视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中的观察与回应 

在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中，教师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到幼儿的活动中，观

察幼儿在自主探索中教师何时介入，观察幼儿在活动中的自主体验的情况，思考

各年龄段幼儿、不同活动类型活动中幼儿行为表现及对应的教师支持策略。教师

只有选择了适时的时机介入和引导，才不会使幼儿对正在进行中的科学活动失去

兴趣。 

幼儿的科学素养包含科学知识、科学能力和科学态度。教师以“科学态度”

为重点观察维度，以“好奇好问”“关爱自然和生命”“尊重事实”“专注认真”

“坚持性”“创造精神”“乐于合作，分享交流”为观察内容，将幼儿的探索行

为与科学态度的观察要点进行链接和识别回应，不断提升教师专业观察力和分析

力。由此，我园形成了幼儿行为观察工具表（表 4-1）和幼儿科学态度观察内容

与要点（4-2），并基于班级科学区活动开展观察工具表的案例分析。 

表 4-1：幼儿行为观察工具表 

教师：_______ 年龄段:_______  活动名称:_______ 观察日期:_______            

内容 观察维度 观察要点 观察记录 分析 回应（支持跟进） 

科 

学 

素 

养 

科学态度 

 直白、客观记

录孩子的活

动过程（故

事） 

 

将记录的内

容对应观察

要点进行分

析 

 

 

资源： 

 

空间： 

 

行为： 

 

其它： 

表 4-2：幼儿科学态度观察内容与要点 

内容 观察要点 

好奇好问 
 喜欢接触大自然和新事物 

 喜欢提出相关问题,甚至”刨根问底” 

关爱自然和生命 

 喜爱接触大自然，尊重生命 

 初步体验自然与人的依存关系 

 主动关心、保护周围环境 

尊重事实 

 逐渐意识到结论要有依据 

 依据来源于客观现象和现实 

 能如实讲述和记录观察结果 



专注认真 

 在探究过程中能集中注意力 

 认真仔细观察事物及变化 

 能观察并记录测量、实验结果等 

坚持性 
 能较长时间地完成一项探究活动(包括需要间断性观察和记录的活动) 

 在遇到困难时不轻易放弃 

创造精神 
 乐于尝试多种材料、多种方法进行观察、探究、解决问题 

 具有初步的设计意识 

乐于合作、 

分享与交流 

 在探究过程中能意识到同伴的价值 

 有需要时愿意和同伴一起操作探索 

 于将自己的做法和发现与他人一起分享交流  

通过幼儿科学态度观察工具表的实践应用，教师在活动中观察与识别，思辨

并摘取具有典型特点的各年龄段活动视频，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使幼儿的行为

与科学态度能进行对应链接，并促进教师辨识幼儿行为背后的科学态度从外在行

为到内在态度，看懂孩子的发展需要，建立专业的思维逻辑。在发现问题后，通

过对活动资源、空间和教师行为进行进一步的支持与跟进，尊重不同水平幼儿的

发展差异，使每个活动都能得以完善。 

3、重视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后的幼儿评价 

评价是幼儿园课程实施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不仅有助于教师有意识地把握

幼儿的整体发展水平，更是有利于针对性地组织后续活动。我园在游园会结束后

的数据汇总与分析，如（表 5-1）可以看出，教师客观记录幼儿喜欢的活动以及

背后的原因，退居在后直白记录幼儿的选择理由，教师的专业归纳和记录的意义

是学会判断梳理热门活动的共性特点，延伸的价值是要能基于这些活动特点进行

经验的内化和低结构活动的设计实践。 

表 5-1 

“慧玩磁力”幼儿数据汇总与分析（ 五 月） 

一、幼儿数据汇总：（樱桃）班 



形成了以幼儿为中心的设计实施评价体系后，低结构的材料，高趣味性的设计，

更高的激起了幼儿的探究欲望。 

 

 

 

“幼儿的科学学习是在探究具体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中，尝试发现事物间的

异同和联系的过程。幼儿科学学习的核心是激发探究兴趣，体验探究过程，发展

初步的探究能力。”由此可见，幼儿的科学教育是以探究为核心。幼儿科学教育

的核心不同于知识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它以培养幼儿探究兴趣、发展幼儿探究

室号

/ 项

目 

105 

电 磁

小 火

车 

106 

磁 铁

迷宫 

206 

趣 味

钢 珠

画 

207 

一 起

来 探

雷 

204 

勇 敢

的 消

防员 

205 

磁 铁

小车 

101 

调 皮

的 磁

环 

102 

螺 丝

螺 母

叠 罗

汉 

103 

磁 铁

飞镖 

201 

有 趣

的 磁

铁画 

211 

回 形

针 磁

球 齐

接力 

202 

魔 力

飞轮 

203 

猴 子

捞月 

301 

会 跳

舞 的

磁 

票数

情况 

7 7 9 7 9 10  7 15 7 3 3 5 14 

 

备注 班级总人数 34    人； 

班级参与人数：  30     ；             缺席人数： 4    ； 

最受欢迎排名前三的项目：  会跳舞的磁、磁铁小车、勇敢的消防员、趣味钢珠画          ； 

投票较少排名后三的项目：  齐接力、魔力飞轮、猴子捞月              ； 

分析 1、你班孩子为什么喜欢排名前三的这三个活动？ 

击中当中数字 

有许多数字可以让我们击中，击中表示赢了 

射击速度快、瞄准数字；射来射去、飞镖头是吸铁石做的；家里有 

吸起来的黑墨会跳舞、吸到黑色的东西会变少、摇来摇去会变黑 

黄线吸到绿线、绿线吸到黄线，这样就行了 

2、梳理归纳几点排名前三的活动的主要特点？ 

（1）现成材料吸引眼球。 

（2）操作结果十分醒目。 

过程中失误率很低。 

3、在你设计与实施的活动中促进幼儿发展了哪些科学态度？如何体现？ 

（1）好奇好问——幼儿会推敲：为什么我的磁环下不去？我的磁环飞不起来？ 

（2）尊重事实——幼儿能用语言表达观察到的磁环的现象。 

创造精神——通过操作，幼儿发现磁环玩具的底座和磁环能相互吸引。有创意的幼儿收纳了多个底座和磁

环，让他们充分吸引，连接在一起。 



能力为主要目的。践行“自主体验”式理念，启动自主体验式科艺游园会活动，

从最初零散围绕某个主题领域的设计活动，到科学规划、持续研究从幼儿科学核

心素养出发梳理出各版块对应的科学核心经验，再到系统性的具体活动设计组织

与材料提供的优化活动，进一步体现科学活动对幼儿核心素养发展的作用，有效

促进幼儿科学核心素养系统地发展，在这过程中，不仅提升教师科学学科专业能

力的发展，优化了幼儿园的科学课程体系，也提升了本园科学教育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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