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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区域活动是幼儿园五大区域活动中的重要构

成，也是培养幼儿创新思维的重要平台。在科学区域活动参

与过程中，幼儿的思维活力、动手能力会得到有效的锻炼，

并且能够在互动、反思、观察、分析中进入更开阔的思维平

台，获得想象力和创造力上的提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

需要我们做好科学区域活动设计工作，重视科学区域活动的

趣味性、多元性、自主性、承接性。通过进行逆向思考、融

合绘本阅读、组织小组活动、设计延伸活动等方式优化幼儿

园科学区域活动，给予幼儿更有趣、更开放、更有效的科学

探索引导。全面调动幼儿在科学区域探索期间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让幼儿在不同科学探索情境和探索任务的引导下，以

问题为导向，完成对知识与经验的创新性认知和创意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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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阶段是孩子想象力最丰富的阶段，也是我们培育和

发展幼儿创新思维的关键阶段[1]。在该阶段的幼儿教育活

动推进期间，我们需利用好“科学区域活动”这一幼儿创新

思维培育平台，从对科学区域活动设计方案的优化入手，为

幼儿创新思维的发展提供适宜的空间。总结幼儿园科学区域

活动组织经验，我得到如下科学区域活动优化设计建议——



一、逆向设计，勾起探索兴趣

在生活中幼儿习惯的思维方式是正向思考，当我们将一

件事情的因果倒置，逆向呈现时，不仅会让幼儿产生新奇之

感，也能在无形之中丰富幼儿的问题思考视角。因此，与正

向设计相比，逆向设计的科学区域活动更容易勾起幼儿的探

索兴趣，更利于幼儿创新思维的发展。

比如，农村幼儿长期奔跑于田间地头，常常以影子作为

游戏对象，“追影子”“踩影子”“手影游戏”等等，每一个

都是农村孩子的心头挚爱。而也正因如此，影子对幼儿来说

过于熟悉，在引导幼儿探索影子的秘密时，很容易因缺少新

意而效果不佳。因此，在设计本次科学区域活动时，我采用

逆向思维设计《影子为什么不会笑》科学探究活动，以影子

为什么不会笑这一充满童趣的问题引发幼儿对影子的形成

原因、影子的特点以及影子在生活中的运用等诸多方面的探

究。

这样，既有效缓解了科学探索中过分熟悉的素材无法引

发幼儿探究兴趣的尴尬，也较好地唤醒了幼儿的生活经验，

让幼儿能够在熟悉亲切、充满童趣氛围下大胆思考、大胆推

理，在真实参与中发展了自身的创意思维。

二、融合阅读，引发反思实践

阅读绘本是幼儿获取间接性生活经验、情感经验的主要

途径之一。以绘本故事为情境依托设计科学区域活动，既能



以绘本素材的多彩多样、内容的奇幻有趣，丰富幼儿园科学

区域活动实施形式，也能通过组织与绘本故事内容相符的科

学实验活动，锻炼幼儿的思辨意识、反思意识，提升幼儿对

已有知识经验的创造性应用能力。

比如，绘本故事《三只小猪》是幼儿比较熟悉的一个故

事，在这个故事中提到的房子也是幼儿在建构游戏中喜欢搭

建。基于此，我设计了“三只小猪”科学探索活动，通过让

幼儿以“小猪”身份探寻搭建最牢固的房子的办法，锻炼幼

儿的创意思考能力。

在该区域游戏中，我给幼儿提供了积木块、白纸、木棍、

彩泥、塑料管、树叶等各种各样的道具，鼓励幼儿设计并搭

建自己喜欢的房子，思考：怎样把房子建牢固？在幼儿搭建

完成后，我还以强力吹风机模拟大灰狼，对这些房子的牢固

性进行实地检测，通过让幼儿亲眼看到检测过程，引发幼儿

对房子的加固探索。

由于本次科学探索活动以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绘本故事

《三只小猪》为蓝本，且在房屋设计环节给予了幼儿充分的

设计自由，故在本科学实验期间，幼儿的设计成果和科学探

索结论是多样的、个性化的，他们的创新思维都得到了有效

的锻炼。

三、自主游戏，关注思维体验



要在科学区域活动中发展幼儿的创新思维，就需要关注

幼儿在科学区域活动中的思维体验，让孩子们能够在区域活

动中自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中引发

思维创新、提升幼儿内在思维素质。

比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孩子们对“管子引水”

现象十分的好奇，于是趁机设计管道问题实验活动。在期间，

我为幼儿提供了常见的排水管、农田灌溉管、塑料软管等多

种管子，并设计问题：“老师想从屋内水管中饮水浇灌外面

的花坛，可是手上的管理不太够，该怎么办呢？”

在该活动中，我以生活化的问题情境引发幼儿对“管道

问题”的自主思考。首先，我让幼儿通过观察各个管子的特

点，测试管子功能、引水效果、对比各种管子的用途，分析

其中隐藏的科学依据。随后，我鼓励幼儿的自主设计管道，

自主解决管道拼接时遇到的问题，测试管道，思考并解决水

的冲力、重力带来的管道移动、脱节问题，在对实践难题的

发现与解决中经历了“引水浇花”任务完成的全部思维过程，

锻炼了幼儿结合现有知识经验创造性的解决现实生活问题

的能力。

四、承接延伸，做好思维拓展

幼儿创新思维的养成是无法一蹴而就的。在幼儿创新思

维养成期间，我们需抓住幼儿思维发展特点，做好科学区域

活动承接设计、延伸设计，把握科学探索活动之间的内在思



维联系，通过反思幼儿在已有科学探索活动中的思考盲区，

设计补偿性、承接性的科学探索活动。这样不仅能有效提升

幼儿园科学区域活动中幼儿的思维训练深度，将幼儿带入更

高阶段的思维训练和知识学习空间，也能提升幼儿园科学区

域活动的持续性和系统性，引领幼儿树立正确的科学探索观

念。

比如，在第三点提到“管道问题”科学研究活动开展过

程中，我发现幼儿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对管道的拼接问题、稳

定问题、设计搭建问题之上，而管道坡度与水流速之间的关

系却被孩子们所忽视。针对这一问题，我再次设计延伸性科

学探索任务“水滑梯”。

首先，我以提问的方式引入幼儿玩滑梯的游戏经验，然

后让幼儿思考，若用管道给水制作一个滑梯，水的速度和管

道的坡度之间是否有关联呢？同时，为了便于幼儿观察水的

流速，我选择了切开塑料排水管、矿泉山水瓶、积木、水盆

等道具，通过让幼儿自己变化滑梯的坡度、观察水流速度变

化，探究流速与坡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样层层递进的思

维阶梯下幼儿的思维得到持续的锻炼，创新能力、逻辑思维

能力也得到了应有的提升。

综上所述，在幼儿创新思维的养成中科学区域活动平台

是不可忽视的。作为幼儿教师，我们需重视科学探索与创新

思维养成之间的内在联系，设计趣味性、生本性、系统性、



多元性的科学区域活动，以科学区域活动创新助力幼儿创新

思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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