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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 大众逐渐提高了对幼儿科学
启蒙教育的关注，为了降低教师组织活动的难度，我们尝
试将科学绘本引入科学活动中，增强幼儿科学活动的有效
性。 那么，科学绘本如何在科学活动中更有效地运用呢？

一、有序分类，优选绘本

在科学绘本的选择上，我们充分考虑到幼儿的年龄
特点，以其具有的科学教育以及兴趣趋向为基础，发掘
与科学有密切联系的教育元素，进而提升其对于绘本学
习中的科学性探索与认知能力。
（一）以幼儿年龄特点为出发点。3～6岁阶段的幼儿正

处在具体形象思维的发展阶段， 教师在替其儿童挑选绘
本时，主要倾向于选择版面设计以图画为中心的绘本，并
且要求具备浓厚吸引力、情节以及较高趣味性；在对内容
进行筛选时，以阅读主体的生活经验为基础，挑选适合自
身需求的相关绘本，帮助其进行探索以及理解活动。
（二）以幼儿“当下活动”为出发点。各种科学活动经

过研究探索，都能够发现其中存在的奥妙。 在幼儿对主
题中的某一科学活动知识点产生探究欲望时，我们便会
提供相关的科学绘本，帮助幼儿主动学习，深入主题教
学中的科学探究。例如，在开展《磁铁吸吸乐》的主题中，
我们利用了一系列相关的磁铁主题绘本，引导幼儿了解
了磁铁的特点。还利用调查表，使其对各种磁铁的大小、
形状等方面均存在差异性这一结论进行充分认知。其依
靠自身的发现、探索以及观察来获取丰富全面、系统的
相关知识。
（三）以幼儿兴趣爱好为出发点。 科学无处不在，幼

儿正处于对世界认知最为渴望的阶段，因此许多无意间
的发现也可以引发其产生探索欲望。教师以及家长需要
满足幼儿对同科学探索有关的绘本的需求，进而促进幼
儿对探索新事物的能动性以及积极性。本次以“磁铁”为
主题的研究， 就是建立在本班幼儿对磁铁的兴趣上，教
师从幼儿的视角选择了《磁铁哪里来》《马蹄形磁铁小姐
找新郎》《磁铁怎样吸引物体》等多类绘本图书，借助其
偏好的书籍来展现相关的科学知识， 获取其注意力，协

助幼儿的阅读与理解，进而能扩展其知识面，促进其对
与磁铁有关知识的认知与理解。

二、统筹安排，优用绘本

在对幼儿开展科学活动过程中，常常会被多种因素
所限制，比如材料、空间以及时间等，进而无法获得预定
成果。 在将集体教学同绘本相结合的过程中，教师可以
借助多种途径来推动幼儿的主动学习。
（一）多渠道运用提效能
1.在活动导入中的运用。 在开展融入绘本活动的过

程中，需要对科学探究中抽象性的发现进行重视，可以
选择借助情境性以及故事性较大的科学绘本引入探索

主题，使用绘本背景进行有关经验知识的探究活动。 比
如，在进行集中教学活动《有趣的磁铁》时，教师通过《磁
铁哪里来》绘本导入活动，激发了幼儿的兴趣。
2.在解读相关科学现象中的运用。 融入绘本在教学

活动中常常会遇到幼儿难以理解以及较难讲解的情况，
在对相关知识进行理解与认知时， 可以选择借助科学绘
本，选择其中合适的内容来解说有关情况，并对课本中相
联系的科学知识展开增补， 从而有效处理教学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 比如在《磁铁找朋友》的活动中，磁铁同极相
斥、异极相吸的原理，本来十分抽象难懂，但是结合绘本
《马蹄形磁铁小姐找新郎》的故事，将磁铁的两极拟人化
变成了新娘和新郎两个生动有趣的形象， 帮助幼儿深刻
地理解了其中的科学原理。
3.在整个活动的情节发展中的运用。 融入绘本在部

分认知类的课程中， 通常是较为直接与便于理解的，这
就表明能把教学活动同科学绘本相结合的方法，充实与
丰富绘本内容， 进而推动其同活动的每个过程进行联
结，促进活动的趣味性与生动性，协助其获取更加深入
的了解与认知。比如，为了让幼儿了解“磁铁不论大小和
形状都有两极，两端磁力最强”的经验，教师自编科学绘
本《磁铁历险记》，与教学活动相融合，加深幼儿对磁铁
两极和磁力大小的认识。
综上所述， 科学绘本在实际情况下是充当了幼儿在

科学绘本在科学活动中的有效运用
———以“磁铁”主题绘本在大班科学集中教学活动中的运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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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当前社会的发展，大众逐渐提高了对幼儿科学启蒙教育的关注。为了降低教师组织活动的难度，增
加幼儿科学活动的实效性，我们尝试将科学绘本引入科学活动中，通过优选、优用和优化，从而增强幼儿科学活动
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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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索实践和理论学习两者间的一种联系媒介， 其能
依靠此类绘本来拉近同科学的距离。 幼儿园的活动绝不
仅仅是止步于常识认知的表象， 最关键的是刺激与启发
幼儿的探索欲望，逐步提高其自身的探索能力，进而提升
相关素养，最终获取有助于终生发展的能力与学习态度。
（二）全方位呈现促学习
1.课后延伸促进自主学习。 幼儿对于磁铁的探索不

会止步于活动，常常活动结束后，我们还会看到幼儿拿
着磁铁在继续探索，和小伙伴研究着磁铁的特性。 科学
的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一个坚持学习和积累的过
程。因此，教师将磁铁也放置在了科学区，为幼儿提供了
继续探索的平台， 同时在区域活动中也提供了绘本，为
幼儿营造了学习的氛围，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
选择，自由探索，以此来支持他们的个别化学习。
2.教学活动反映环境创设。 环境创设渗透了教师的

教育意图， 教师们随着科学绘本教学活动的教育需要，
创设相关吸引孩子的绘本展览角，并通过改变环境对幼
儿的活动加以影响和控制，进行隐形指导。 在班级环境
的创设中，老师们可以根据班级科学绘本的教育活动内
容与幼儿的具体发展情况，在班级的图书角中增设“每
周一问”，和幼儿一起创设班级环境，培养、开启、挖掘幼
儿的创造能力，不断满足每个幼儿的需要，体现幼儿的
参与性。
3.集中教学联手家园共育。 由于参与相关活动的时

长受限，因此在时空被限制的前提下，要求幼儿接受并
理解众多信息是较为困难的，因此我们还可以借助家长
资源来开展活动。
在进行与“磁铁”有主要联系的活动前，老师就邀请

家长带着幼儿对生活中的磁铁展开探寻活动， 且鼓励幼
儿收集资料，在探索主体获得了切身感受与体验以后，同
教师一起学习，不仅容易理解，而且兴趣也非常浓厚。 在
活动之后， 教师还鼓励幼儿每天聚在科学区里探索着磁
铁，遇到困惑时鼓励和家长一起去查找资料。 在持续的观
察探索中，幼儿锻炼了观察思考和沟通协作能力，学习了
科学的探究方法。 除了活动中运用到的绘本，教师还为幼
儿提供了《一块有魔法的石头》《哎呀！我的针》《磁铁怪物》
等，开展了一系列的延展阅读活动，推动幼儿扩充与丰富
对磁铁的认知，提高其探索积极性与主动性。

三、合理调整，优化绘本

（一）对绘本内容进行筛选或续编。在开展科学活动
时，对于科学绘本的选择是有要求的，并不是全部的科
学绘本都能够被直接使用。 在规划此类活动时，教师会
依照幼儿目前所具有的能力以及经验，按照相关目标来
对知识点展开推断，以尊重原著为前提，相关内容实行
目的性、科学性的删改。
例如， 在围绕核心概念 3：“磁铁两端磁力最强”开

展集中教学活动时，教师没有找到适宜的绘本，就根据

《一块有魔法的石头》进行了进一步创编，创设了故事情
境，引导幼儿进一步了解磁铁的特性。
创编前：幼儿知道磁铁会吸引铁制品
活动内容：《一块有魔法的石头》讲述了磁铁遇到了

各种各样的物品，它吸走了花斑猪的口琴，灰灰兔的镰
刀，小红马的铁鞋，熊大伯的工具箱，偷猎者的弓箭……
引起大家的激烈讨论。
创编后：幼儿感受到了磁铁两端磁力最大，中间小
活动内容：魔法石头变身条形磁铁，又踏上了自己

的旅行，这次它来到了鱼尾夹王国，把鱼尾夹紧紧地吸
引在了自己的两端。
（二）对绘本图画进行调整或整合。在科学绘本的教

学中，会遇到这些问题：例如此类绘本所具有的信息量
一般而言是巨大的， 在进行集体阅读时所受限制较多，
使得幼儿不能对整个绘本进行深入阅读。 并且，部分画
面展现的内容较为直白，不能促进知识点的传播；还有
一部分画面较为散乱，不能协助其集中探索与学习。
例如，《磁铁从哪里来》一书中，讲述了一位小姑娘

用磁铁钓“鱼”，钓上来了各种铁制品；讲述了小姑娘将
针磁化，制作指南针；还讲述了磁铁在生活中的运用……
教师在《有趣的磁铁》活动中，是为了实现让幼儿理解
“磁铁能吸引一些物体”的活动目标，因此，教师只选择
了用磁铁钓“鱼”的部分呈现在活动中，让幼儿理解磁铁
能够吸引铁制品。剩下的绘本内容教师则留在区域活动
时间，让幼儿自由选择，自主学习。
因此，老师认真挑选合适的科学绘本之后，需要依

据幼儿的活动目标以及年龄特征对科学元素开展价值

判断的活动，并且进行科学的整修以及筛选。 需要选取
此类绘本中的中心内容充当科学活动的关键部分，并对
其进行认真规划，适当改动绘本中的某些画面，整合分
离的画面以及删减无用的提示。
总而言之，此类绘本凭借直接以及趣味的画面形式

来推动幼儿对有关知识的认知与学习，帮助老师顺利开
展教学课程，是连接学和教的重要桥梁。 在借助科学类
绘本开展课程活动时，不仅要保证幼儿对于画面的深入
阅读与细心观察，还需要推动幼儿将科学内容同生活展
开联系。教师需要熟练发掘绘本中的重点部分，立体化、
多角度的看待相关内容，积极挖掘隐含在绘本深处的知
识点，然后规划合理科学的实验流程、游戏等，提高此类
科学学习的生动性与趣味性。

参考文献：
[1]马玥.绘本阅读中的科学学习:以中班儿童为例

[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5.
[2]王津.学前儿童科学知识图画书阅读理解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
[3]冷杰.幼儿园知识类绘本阅读教学研究[D].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2014.

幼教·论坛

1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