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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学研究前沿

试论幼儿科学启蒙教育中趣味化学的探究教学

赵大洲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化学与化工系，陕西西安　７１０１００）

摘　要：党的十七大以来，文化产业受到了极大地冲击，教育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样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幼儿教

育首当其冲，成为了教育领域改革研究的重点，其中，幼儿的科学启蒙教育更是重中之重。然而，幼儿科学启蒙教育中涉及到

的化学课程内容较深、实验药品腐蚀性较大以及实验操作较复杂限制了化学知识在幼儿科学启蒙教育中的发展。因此，文章

尝试性地将趣味化学知识融入到幼儿科学启蒙教育中，通过培养幼儿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不断地加强幼儿的创新意识，

提高幼儿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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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十七大在新时期对文化产
业发展和繁荣提出的新要求。幼儿教育作为一切教
育的基础，成为发展的重点。在幼儿教育中科学启
蒙教育是重中之重，是开发幼儿智力和培养幼儿学
习兴趣的关键。因此，在当今社会中，探索幼儿科学
启蒙教育成了教育领域中越来越重视的课题
之一［１－２］。

一、紧密联系生活，培养学习兴趣

在幼儿的世界里，新鲜的事物和奇怪的现象总

是不断地出现在他们的视线当中，驱使他们要不断

地想弄明白这些事情和现象背后的“故事”，而教师

直接将这些“故事”的原理以知识性方式灌输到幼儿

脑海中，幼儿对知识理解和学习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那么，教师换一种方式，将这些“故事”发生的原理设

计成实验，把枯燥深奥、难以理解的科学知识感性

化、生动化、生活化以及趣味化，不仅满足了幼儿的

好奇心，而且激发了幼儿自主学习的兴趣。因此，培

养幼儿的学习兴趣是开发幼儿潜能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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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在幼儿的启蒙教育中，大自然是他们最好的“伙

伴”和“启蒙老师”，观察大自然成为培养幼儿学习兴

趣的最佳途径。因此，让幼儿走出教室，走进大自

然，通过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以及感受到的事物

来理明大自然的变化规律，例如，天气的阴晴变化、

四季的冷暖变化、花儿的开放凋谢等，能更直接地调

动幼儿的思维能力，使其更快地进入到思考学习的

状态。不同的自然现象，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有利

于幼儿积累知识经验、增强学习兴趣、提高判断能

力。在科学教育活动中，教师应当换位思考，站在幼

儿的角度上，去探索他们的内心活动，内心疑问以及

他们的内心思想。教师应当尊重幼儿的想法，即使

有些想法有些偏差，也不要立刻否定，以幼儿的想法

为基础，引导幼儿大胆的实验尝试，最大程度地激发

幼儿的探索能力。以往的教学中，教师们多数只注

重知识点的讲解，但是过多的解释知识点会使幼儿

更加厌学，更加茫然。长此以往，幼儿逐渐失去了学

习探索的兴趣，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师

需要从幼儿的生活实际出发，利用一切自然条件，点

燃幼儿的学习激情，唤起幼儿的探究欲望。在生活

和学习当中，幼儿所遇到的许许多多的科学现象和

自然变化都需要化学知识去解释，然而，涉及到的化

学知识内容较深、实验药品腐蚀性较大以及实验操

作较复杂限制了化学知识在幼儿科学启蒙教育中的

发展。因此，我们尝试性地借助化学实验，将化学知

识趣味化，让幼儿所学到的知识有趣味性，更容易理

解［３］。我们通过下述小实验来探究如何将趣味化学

融入到理论知识当中。

实验题目：探索生命之源———火与空气。

实验目的：① 了解常见的自然现象———火。

② 认识空气，掌握空气的特殊性质。

实验器材：未用完的生日小蜡烛、透明玻璃杯、

火柴等。

实验过程：① 教师引导幼儿回答如下几个问

题。问题一：“小朋友们在自然界中见过火吗？火是

怎么来的呢？哪位小朋友来描述一下火的样子？”问

题二：“小朋友们见过蜡烛燃烧吗？蜡烛燃烧能产生

火吗？如果在蜡烛上罩一个玻璃杯，蜡烛还会燃

烧吗？”

② 教师接着提问：“有愿意点燃实验台上蜡烛

的小朋友，请举手。”分别请几位小朋友到实验台前，

点燃小蜡烛。取一支燃着的小蜡烛，罩上玻璃杯，观

察它的燃烧情况。

③ 教师请幼儿进行分组讨论并回答以下问题：

“蜡烛点燃后，火焰什么颜色？当手靠近火焰时，有

何感觉？在燃着的蜡烛上罩一个玻璃杯，火焰发生

什么变化？”

④ 小朋友回答完问题后，教师做出适当的讲解

与概括：蜡烛点燃后，火焰淡黄色，当手靠近火焰时，

手感到热，在燃着的蜡烛上罩一个玻璃杯，蜡烛会

熄灭。

实验结论：蜡烛可以燃烧，放出一定的热量，火

焰呈淡黄色，空气能帮助蜡烛燃烧。

知识拓展：最后，教师请小朋友们猜谜语：“世上

有一宝，谁都离不了，看不见也摸不着，要问它是谁，

就在身边找。谜底就是空气。”

二、设计探究实验，激发学习兴趣

取材生活化，不仅能够让幼儿轻松的融入大自

然，而且能够让幼儿在进行实验操作，观察实验现象

过程中感觉到快乐，这种学习方式有利于激发幼儿

的探索学习兴趣。例如，我们根据生活经验可以设

计如下的探究性实验。

实验题目：消失的口香糖

实验目的：① 了解口香糖的颜色、状态、味道。

② 掌握口香糖性质。③ 培养幼儿解决生活中实际

问题的能力。

实验器材：口香糖，巧克力

实验过程：首先，教师向幼儿提出问题：“请小朋

友观察口香糖的状态和颜色。”然后，请小朋友每人

嚼一片口香糖，提问：“口香糖在嘴里是什么状态？

什么味道？”最后，每人再含一小块巧克力，提问：“小

朋友们感觉口香糖发生什么变化了？”

实验结论：小朋友们一一回答教师的提问后，教

师做出总结：口香糖有特殊的香味，“嚼劲”十足，将

巧克力和口香糖一起嚼，口香糖的“嚼劲”就会消失，

说明巧克力可以有效溶解口香糖，使其失去嚼劲。

知识拓展：口香糖是生活中常见的零食，小朋友

们都喜欢吃，但是并不知道口香糖的益处，教师通过

实验可以给幼儿补充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口香糖的

益处：清洁牙齿、清新口气、预防蛀牙。通过此次实

验，教师还可以鼓励幼儿将来从巧克力提取物中做

出新型除垢剂，用于清除口香糖残留物。

三、使教学趣味化，增强学习兴趣

趣味化学除了设计幼儿趣味性化学实验，还需

要辅助寓教于乐的教学方法，这样双重结合，会收到

更好的教学效果［４］。

（一）使课堂教学趣味化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将教学内容趣味化，拉近

与幼儿的距离，让幼儿在愉快、欢乐的课堂气氛中逐

渐学会较为枯燥的化学知识。例如，在幼儿教学中，

教师应如何让他们知道化学知识的重要性，在我们

生活和生产当中，化学无处不在，人类的衣食住行都

与化学息息相关。就此知识点，教师可以设计如下

教学方案。

教师提问：小朋友们，你们每人说出一样和化学

有关的生活用品。这时，孩子们表现的非常活跃，说

出各种各样的答案。

教师概括：小朋友们说的都很好，有的说如果没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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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泥，没有钢铁，没有塑料，就没有我们住的房子；

有的说我们吃的许多食品和化学有关；有的说我们穿

的衣服，用的画笔都和化学有关。从大家的答案中我

们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全都离不开化学。

教师追问：小朋友们，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没有

化学，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呢？这时，小朋友们会提

出各种各样的设想。

教师总结：大家的设想非常丰富，如果没有化

学，人类将不会有食物吃、衣服穿、房子住，只能住山

洞，穿树叶、吃野果，因此，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化学。

只有教学内容通过这种趣味性的设计，才能使

幼儿更容易、更轻松的理解化学知识，对化学知识产

生更浓厚的兴趣。

（二）让学科知识互相渗透

在趣味化学教学中，要适时的进行学科间的知

识迁移，这样有利于幼儿对知识点的深刻理解。例

如，在做“探索生命之源———火与空气”实验时，用到

“蜡烛的燃烧”。这时，教师可以先让幼儿联想李商

隐在《无题》中写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再提问“小朋友们，诗句当中为什么将

蜡烛和春蚕放在一起比较，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小

朋友们经过思考和讨论得出结果：蜡烛和春蚕都有

一种奉献精神。这样，化学与其他学科间的知识迁

移，不仅有利于幼儿对化学知识的掌握，而且有利于

幼儿对知识迁移能力的培养。

（三）让知识形象化

在教学中，教师常常遇到一些与化学知识相关

的现象和原理较为抽象，较难理解，这时，教师可以

用形象生动的借代比喻手法来解释，让幼儿更容易

理解。例如，每个小朋友喝的水都是由无数的水的

粒子构成，这个知识点非常抽象，对幼儿来讲，理解

起来非常困难。因此，教师可将水比作海滩，水中无

数的水粒子比作沙滩上无数的沙粒。通过这种形象

化的讲解，把抽象知识点简单化，让幼儿更容易

明白。

四、科学启发引导，激励探究欲望

对幼儿进行科学启蒙教育指导，要因材施教，根

据每个幼儿的不同特点设立不同的教学方案［５］。

（一）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

幼儿因其年龄小，思维能力有限，使得许多问题

都无法独立解决，最终放弃了探索。作为幼儿教师，

我们应该言传身教，亲自给幼儿做示范，在教师的示

范下，让幼儿逐步学会观察、提问、思考、表达等科学

活动方法。例如，在美术活动中，每个幼儿的美术作

品都是色彩鲜艳的，教师通过五颜六色的彩绘笔，让

幼儿知道颜料是化学合成的。教师还应亲身示范榨

取有颜色的蔬菜汁、果汁来代替颜料进行绘画。最

后，幼儿在耳濡目染下，学会了在科学活动中用生活

中常见的物品来代替一些化学合成产品，完成自己

的活动设计。用点心时，教师可以将各种点心的包

装纸放在一起，告诉幼儿哪种包装纸是环保型的，哪

种是非环保型的，增强幼儿保护环境的意识。诸如

此类，通过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现象和事物，培养幼儿

主动观察的能力。

（二）鼓励幼儿大胆的探索，激发幼儿的创新

能力

教师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要多次向幼儿提问

“哪位小朋友还有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有更好的方

法？”，通过这种提问，能够激发幼儿潜在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即使幼儿在实验操作中遇到挫折，或者所

提出的想法有偏差、有错误，教师也不要打击幼儿的

积极性，而是和幼儿一起去面对挫折，纠正错误、总

结经验，进行更大胆的、正确的探索。例如，在做体

育游戏“吹气球”时，教师引导幼儿观察“为什么有的

气球飘在空中有的却掉在地上？”幼儿分组讨论后，

有的答案是“有的气球重，有的气球轻”；有的答案是

“有的气球被风吹起来了，有的没有被风吹到”……。

答案的种类许许多多，但是正确的答案很少，最后，

教师给出正确的答案：“气球能否飘起来与气球里填

充气体的种类有关系。有的气体可以使气球飘起

来，有的则使气球掉下来。”此外，激发幼儿的创新能

力还需要教师对幼儿进行适时的表扬肯定，这样会

促使幼儿大胆的选择新的方法、新的途径去解决问

题。只有鼓励幼儿大胆的探索，才能更大限度的激

发出幼儿不断创新的潜在能力。

五、结语

科学启蒙教育在幼儿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将趣

味化学融入到幼儿科学启蒙教育中，把难以解释清

楚的现象与原理简单化、趣味化，紧密联系生活，适

时地鼓励幼儿自己动手去做，动脑去思考。通过“边

做边思考边学习”的教学方式培养幼儿的求知欲望

和学习兴趣，提高幼儿的动手能力，增强幼儿的创新

意识，为今后培养科技创新型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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