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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教育视角下幼儿园科学玩教具如何配置与应用
胡隽

抚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西抚州 344000

摘要：随着启蒙教育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幼儿园开始重视幼儿早期科学教育，科学玩教具的配置

和应用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科学玩教具不仅可以激发幼儿对科学的兴趣，培养他们的观察、思考和探索能力，

还可以帮助幼儿建立坚实的科学基础，为将来的学习打下扎实的基础。本文通过对相关理论的研究和实际案例的

分析，提出科学玩教具在幼儿园教育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进行优化配置和应用的建议，以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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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园教学中，科学玩教具的配置与应用是一项

至关重要的工作。科学玩教具可以帮助幼儿从小培养良

好的科学素养，提高综合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发展奠

定基础。因此，科学玩教具的选择与使用需要慎重考虑，

科学、实用、寓教于乐是配置与应用的关键。

1.幼儿园科学玩教具的配置方法

1.1 适合幼儿年龄和发展阶段

幼儿园科学玩教具的配置原则应该首先考虑适合

幼儿的年龄和发展阶段。不同年龄段的幼儿有不同的认

知特点，因此需要针对性地选择相应的科学玩教具进行

配置
[1]
。对于 3-4 岁的幼儿，他们正处于认知发展的初

级阶段，主要通过感知和运动来认识世界。推荐配置一

些简单的科学玩具，如拼图、穿珠玩具等，帮助他们发

展手眼协调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对于4-5 岁的幼儿，

他们开始具备较强的好奇心和主动性，能够进行简单的

思维活动。此时可以配置一些模型玩具、实验盒等科学

玩具，培养他们的观察力和实验精神，引导他们主动探

索世界。

1.2 多样性和趣味性

幼儿园科学玩教具的配置应该注重多样性和趣味

性，要选择多种类型的科学玩教具，包括但不限于拼图、

穿线、实验模型等，以满足不同幼儿的兴趣和学习需求。

根据幼儿的兴趣爱好和认知水平，设计不同主题的玩教

具，例如动物世界、太空探索等，吸引幼儿的注意力
[2]
。

设置能够与幼儿互动的教具，例如可以组队竞赛的游戏

或者需要两人合作解决问题的玩具，增强幼儿之间的交

流和合作能力。引入一些新颖的元素或者创意设计，例

如夹取型拼图、发光的实验器材等，让幼儿在玩耍中感

受到挑战和乐趣。

1.3 安全性和可操作性

幼儿园科学玩教具的配置原则中，安全性和可操作

性至关重要。要确保玩教具的设计符合安全标准，避免

尖锐边角、易碎部分或者小零件可能造成幼儿误伤的情

况发生。考虑到幼儿的操作能力，玩教具应该设计简单

易懂，符合幼儿的认知水平和体力大小，避免操作上的

困难造成幼儿的挫折感。只有在安全和可操作性的基础

上，幼儿在玩教具中才能更好地学习和探索
[3]
。因此，

在配置幼儿园科学玩教具时，要特别注意这两个原则的

实施，以保障幼儿的健康和快乐成长。

1.4 教育性和启发性

在幼儿园科学玩教具的配置中，教育性和启发性是

非常重要的原则之一。玩具应该蕴含有教育内容，例如

通过形状、颜色、大小、材质等方面的设计来教授幼儿

相关知识。同时，玩具还应该能够激发幼儿的探索欲望

和思考能力，让他们通过亲自动手、观察实验等方式去

探索世界，从中学习知识和技能
[4]
。因此，科学玩具的

设计应该充分考虑到幼儿的认知水平和兴趣爱好，帮助

他们在玩耍的同时获得教育意义和启发性。通过这样的

配置原则，幼儿园的科学玩具不仅可以提供乐趣和娱乐，

还可以起到教育和启发幼儿的作用。

2.幼儿园科学玩教具的应用策略

2.1 教师的引导作用

2.1.1教师在科学玩教具使用中的角色定位

教师在科学玩教具使用中扮演着引导者和激发者

的角色。他们应该引导幼儿正确地使用科学玩教具，帮

助他们探索和发现新知识。同时，教师还要激发幼儿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鼓励他们自主探究，培养他们的观察

力、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通过引导和激发，教师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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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从而培养他们对

科学的兴趣和热爱
[5]
。同时，教师还要关注每个幼儿的

学习进度和需求，根据其个性化特点和兴趣爱好，灵活

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每个幼儿都能够从科学玩教具中受

益。最终达到幼儿全面发展的目标。

2.1.2 如何引导幼儿正确使用玩教具

在引导幼儿正确使用科学玩教具时，教师可以先展

示正确的使用方法，让幼儿观察和学习。通过示范，幼

儿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如何正确操作玩教具。将操作过程

分解成几个简单的步骤，逐步指导幼儿完成。这样可以

帮助幼儿理解和记忆正确的使用顺序。在指导幼儿的同

时，也要鼓励他们多尝试，给予肯定和鼓励。通过实践，

幼儿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使用方法。观察幼儿的操

作过程，及时给予反馈和指导。对于错误的操作，要及

时纠正并解释正确的方法，帮助幼儿及时调整。在引导

幼儿正确使用科学玩教具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趣味性的

方式激发幼儿的兴趣和好奇心。让幼儿觉得学习是一种

愉快的体验。

比如，在使用一个模拟太阳系的玩教具时，教师可

以首先向幼儿们展示如何正确地安装每个行星的位置，

然后让幼儿们按照示范进行操作。在安装的过程中，教

师可以提出引导性的问题，如“地球离太阳更近还是火

星更近呢？”或者“为什么水星的轨道比其他行星的

轨道要小呢？”通过这样的问题，激发幼儿的思考和探

索欲望，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同时，教师还

可以在幼儿使用玩教具的过程中，及时纠正他们可能存

在的错误操作，指导他们改正，并解释正确的方法和原

理。通过这样的引导，幼儿可以获得更系统和全面的学

习经验，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和动手能力。

2.2 创设科学探究环境

2.2.1打造富有科学氛围的活动区域

在幼儿园中，为了引导幼儿对科学探究的兴趣和热

情，可以通过打造富有科学氛围的活动区域来提升幼儿

的学习体验和动手能力。首先，可以布置活动区域的墙

壁和地面上贴满有趣的科学图片或海报，以展示自然界

不同动植物的形态和生活习性，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

其次，可以放置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器材，如放大镜、

测温计、显微镜等，让幼儿亲自动手进行观察和实验，

激发他们对科学探究的兴趣。另外，还可以设置一个小

小的实验桌，让幼儿围绕着该桌展开各种观察和实验活

动，让他们在探究中体验到科学的神奇和乐趣。通过打

造富有科学氛围的活动区域，可以为幼儿创造一个有趣、

亲密的科学探究环境，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帮

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同时，也可以促进

幼儿们的动手能力和观察力，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和创

新能力，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因

此，在幼儿园教育中，创设丰富多彩的科学探究环境至

关重要，可以帮助幼儿在探究中茁壮成长，实现全面发

展。

2.2.2 利用环境激发幼儿的科学兴趣

为了激发幼儿的科学兴趣，可以利用环境创设出一

种充满科学探究氛围的环境。在幼儿园的角角落落摆放

一些有趣的科学玩具，如显微镜、望远镜、电子积木等，

让幼儿自由地探索和玩耍。也可以在教室的墙壁上展示

一些生动有趣的科学图片或图表，如恐龙化石、太阳系

的图片等，引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还可以组织

一些科学实验活动，让幼儿亲身参与其中，体验科学的

魅力。比如，在室外的草坪上进行植物生长实验，或者

在实验室里进行简单的化学实验等。通过这些活动，不

仅可以增强幼儿的动手能力和观察力，还能培养他们对

科学的热爱和兴趣。

例如，在幼儿园的角落里设置一个小小的实验室，

摆放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器材和材料，让幼儿在教师的

引导下进行科学探究活动。教师可以在实验室里放置一

个小型水槽，里面装满了水和各种浮体。幼儿可以在教

师的指导下，探究不同形状和材质的浮体在水中的浮力

和沉降情况。他们可以通过观察、比较和实验的方式，

发现浮体的密度、形状和大小等因素对它们在水中的行

为有何影响。通过这样的活动，幼儿不仅可以亲身体验

科学实验的乐趣，还能够培养观察、思考和实验的能力，

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好奇心和兴趣。同时，教师在活动中

可以引导幼儿提出问题、尝试解决问题，并鼓励他们积

极参与和思考，从而促进他们的科学探究能力和创造力

的发展。

2.3 开展多样化的科学活动

2.3.1基于科学玩教具的集体教学活动

基于科学玩教具的集体教学活动可以帮助幼儿更

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的科学知识。一种常见的集体教学

活动是科学实验，通过实验让幼儿亲自动手操作，观察

实验现象，从而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和科学思维。另外，

也可以通过团体游戏、科学展示等形式，让幼儿在集体

活动中学习科学知识，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和交流能力。

通过这些集体教学活动，可以激发幼儿学习科学的兴趣，

帮助他们探索世界、培养观察力和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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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小组探索和个别操作活动

小组探索活动可以让幼儿通过合作与交流，共同探

讨科学问题，分享想法和经验。通过参与小组活动，幼

儿能够从他人身上学习到新的知识和技能，拓展自己的

思维，培养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能力。在这样的活动中，

教师可以适时提出引导性问题，引导幼儿进行探索实验，

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而个别操作活动则更加注

重幼儿个体的发展和需求，能够针对不同幼儿的兴趣和

能力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支持。通过个别操作活动，幼

儿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方式来进行科学探索，更好地

发挥自己的潜能和特长。教师可以结合幼儿的兴趣爱好

和学习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科学活动，激发幼儿的自

主学习欲望。

2.4 家园合作的应用模式

2.4.1鼓励家长参与科学玩教具的选择和使用

家长是孩子在家中的第一任老师，他们对孩子的成

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长在参与科学玩教具的

选择中可以更加了解孩子的兴趣和需求，根据孩子的特

点选择适合的教具，有助于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和积极

性。家长可以和幼儿园老师进行沟通，了解孩子在幼儿

园学习的内容和重点，从而更好地选择适合孩子的科学

玩教具。家长参与科学玩教具的使用可以加强家园之间

的联系和互动，形成良好的教育合作氛围。家长在家中

和孩子一起使用科学玩教具，不仅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

学习和掌握知识，还可以增加家庭亲子互动的机会，促

进家庭教育的有效开展。家长参与科学玩教具的选择和

使用还可以提高家长的科学素养和教育能力，培养孩子

健康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方式。通过与孩子一起使用科学

玩教具，家长可以了解孩子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方式，更

好地引导孩子进行学习，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

2.4.2 家园合作开展科学教育活动

家园合作是幼儿园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重要方式

之一，通过与家长的紧密合作，可以更好地促进幼儿的

全面发展。在开展科学教育活动时，幼儿园可以邀请家

长参与活动，例如组织家长参加亲子科学实验活动、家

长讲解分享科学知识等。家长可以在活动中与幼儿一起

探索科学世界，培养幼儿的科学兴趣和能力，同时也能

增进家长和幼儿园之间的互动和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

成长。通过家园合作开展科学教育活动，可以更好地激

发幼儿的学习兴趣，促进幼儿的科学素养的全面提升。

笔者在实践过程中，为了促进家园合作，特别开展

了一次科学教育活动。活动内容为让家长和孩子一起观

察和探索花朵的生长过程。在活动开始前，幼儿园老师

提供了一份简单的观察记录表，让家长和孩子可以记录

下每天花朵的状态变化。在活动进行中，幼儿园老师为

家长和孩子讲解了关于花朵生长的基本知识，并引导他

们一起讨论花朵需要什么来生长，以及如何照顾花朵。

家长和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一起种下了一盆花，并

制定了每天浇水、观察花朵生长状态的计划。随着时间

的推移，孩子们和家长们在活动中发现了花朵的成长变

化，从花苞到绽放，他们对生命的奇妙变化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和感悟。在活动结束后，家长们也意识到了家庭

中对孩子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开始更加关注孩子的科学

学习，与幼儿园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3.结论

幼儿园科学玩教具的配置与应用对幼儿的认知发

展，整体素质提升和未来学习成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

科学玩教具的引导，幼儿可以在玩耍中学习，培养好奇

心和探索精神，为其未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科学

玩教具应该具有启发性、趣味性和实用性，能够引导幼

儿主动参与科学实验和探索，培养他们的观察、思考和

实验能力。通过科学玩教具的配置与应用，幼儿将能够

快乐地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为未来的学习和

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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