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区自主游戏故事—
“会跑的水”
许育虹

科学区是幼儿园科学启蒙的重要场所。在科学区

内，幼儿通过自主选择材料、自主确定游戏主题，体

验持续探究的乐趣。科学区材料投放具有严谨性特征，

在此基础上，投放的材料不仅需要支持幼儿进行某一

方面的深度探究，还应支持幼儿游戏的多元性拓展。

因此，教师在进行材料投放时，要多思考材料是否能

够支持幼儿进行多维探究，如纸巾的投放除了探究其

吸水性，还可以探究哪些方面……自主思考迸发无限

魅力，亲手探究揭开神秘“面纱”。文章以科学区自主

游戏故事—“会跑的水”为例，分析幼儿在科学区

内游戏的自主探究过程。

一、 会吸水的纸巾

科学区内，逢逢、大泽、林肯等小朋友从材料区

拿出了不同容量的器皿，有小桶和小盆……联想到前

几日课上学的毛细现象，他们从生活区拿来了纸巾，

并将纸巾按一定长度拽下来后用手揉成柱状，搭在小

桶和小盆中间。“水的颜色是透明的，我们观察不到

它跑到哪儿了。”林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文文将放在

一旁的颜料水拿了出来，将红色的颜料水兑进小桶后，

他们再次用纸巾将小盆和小桶连接。“究竟是细纸条吸

水比较快，还是粗纸条吸水比较快呢？”林肯再次发

出疑问。大泽说：“看！我这里有个小瓶子，我再揉一

个小纸条和你比赛，看它们谁吸得快。”说完，大泽捏

出了更细的纸条连接瓶子和小盆。通过观察，孩子们

发现细纸条吸水更快。

【教师思考】

心理学家布鲁纳认为，有兴趣的材料是学习最好

的刺激。材料投放应着眼于幼儿爱玩的事物，如纸、

石头、水、镜子、吸铁石、贝壳、球、食物、玩具等。

教师平时应注意观察和了解幼儿的兴趣点，有意识地

收集相应的游戏材料，让幼儿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从而促进持续性探究。幼儿想要玩纸巾这一生活材料

时，教师不能以成人的眼光去判断游戏的可行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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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支持幼儿的游戏行为，去了解游戏背后的动机—

教师上完一节关于毛细现象的课后，激发了幼儿进行

持续探究的兴趣，触发了游戏活动“会跑的水”。幼儿

结合科学区的各种颜料，再自主选择各种器皿，自主

生发了这一游戏主题。游戏的过程中，由于纸巾撕下

来的粗细不一样，引发了幼儿的疑问—究竟是粗纸

条吸水快，还是细纸条吸水快呢？带着这样的问题，

幼儿选择用不同大小的器皿进行对比观察。在此过程

中，幼儿善于思考、勇于发问的科学品质得到了体现。

二、 哪种材料更吸水

幼儿从其他区域找来了不同的材料，经过之前的

游戏，幼儿发现纸条的粗细会影响其吸水的速度，他

们不禁想：除了纸巾，还有哪些材料有吸水的功能呢？

通过组织小组讨论，幼儿争相发表自己的猜想，并据

此从其他区域找来棉花、海绵、面巾纸等材料。“这次

我们要用四个杯子！”明明开心地说。点点问：“为什

么要四个呢？”明明说：“我们可以将四个杯子放在托

盘的四周，然后让这些材料伸进托盘，看一看哪个杯

子里面的水会先跑进托盘里？”“就这么办，我们开始

吧！”幼儿开始忙碌地准备材料：棉花和海绵长度有限，

无法伸进托盘，希希便找来了双面胶将海绵粘在一起；

小米通过揉搓的方法将棉花搓成一条；点点和希希合

力将面巾纸和袜子剪成了条状……所有的材料准备就

绪后，幼儿往每个杯子倒入不同颜色的水，这样就可

以直观看出哪种材料吸水最快。

【教师思考】

通过之前的游戏，幼儿发现了自主探究的乐趣。

本次游戏之前，幼儿是带着问题出发的：除了纸巾，

还有哪些材料具有吸水性？带着这样的疑问，幼儿在

其他区域进行了搜寻，最终将目标确定为棉花、海绵、

面巾纸、袜子等物件。可以看出，幼儿自我解决问题

的能力很强。科学区内有很多生活类材料，这些材料

虽然随处可见、平平无奇，但能够成为幼儿很好的实

验材料。在自主游戏中，教师要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

坚持儿童在前、教师在后，先观察幼儿的游戏行为，

发现问题，给幼儿自主解决问题的时间和空间。这时

教师需要管住自己的嘴，控住自己的手，不轻易打扰

幼儿，也不用介入幼儿的游戏，而是静静地作为一名

观察者，通过观察了解幼儿游戏的动态发展过程，记

录幼儿的持续探究过程，适时调整材料的数量、种类

以及材料投放的策略，保障游戏的顺利进行，促进幼

儿的深度学习。

三、 记录表使用

“究竟哪一种形状的纸巾吸水速度更快呢？”林肯

提出了疑问，并且拿出了记录表进行记录。当林肯写

到“使用了哪些材料”这一栏时，文文在旁边说：“我

们用了盆、桶还有纸巾”。林肯将文文所说的内容通

过绘画的方式记录下来；当他写到“我是怎么操作的”

这一栏时，亮亮在一边说道：“我们将纸巾搭在盆和桶

的上面，应该把它画下来”。“观察到了什么呢？”，林

肯边记边问。“我们发现细纸条吸水更快，看！红色已

经染了大半”，文文将实验中现象表述了出来。后面的

实验中，教师改变了集体记录的方法，而是投放更多

的记录表，让幼儿可以自主选用。又一次游戏后，“我

要开始记录了！”小米开心地说，说完便拿出了一张

记录表。希希和点点也拿了一张：“我们一起来记录吧，

看看谁画得更快”。就这样，孩子们人手一张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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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记录桌子中间的操作现象……  

【教师思考】

游戏后的记录十分有必要，幼儿可以将自己观察

到的现象以及试验过程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记录。由于

中班幼儿的能力有限，幼儿可采用绘画表征的方式对

实验中使用的材料、进行过程以及观察到的现象进行

记录。科学区内的表征是对科学现象的描述，幼儿记

录应凸显科学性。在实验初期，幼儿大多使用的是开

放式的记录，即幼儿将自己的实验过程画下来。但通

过观察，教师发现这样的记录方式无法凸显科学性，

幼儿无法筛选干扰因素，突出科学因子。因此在记录

表的投放方面，教师需要多加思考，投放一些封闭式

的记录表来帮助幼儿记录实验过程。在“会跑的水”

的实验过程中，教师投放了事先设计好的记录表，记

录表分为“使用的材料”“探究方式”“我发现的现象”

三部分。这样的记录既可以凸显科学性，又能够帮助

幼儿厘清实验思路。记录完毕后，幼儿可以根据记录

表清晰地发现，吸水最快的是纸巾，其次是面巾纸，

最后是海绵和棉花。教师在投放记录表时，既需要结

合中班幼儿的特点，也要思考幼儿的最近发展区，选

择最适合幼儿的记录表形式。

四、 教师感悟

小小的科学区每天都有惊喜发生，不经意的一个

追问、不留神的一个举动都能创造引发幼儿持续探究

的契机。自主游戏环境下的科学区游戏应该如何开展

呢？教师需要有一定的指导策略。

( 一 ) 引导式提问，追踪式观察
在进行游戏之前，教师需要使用引导式的提问帮

助幼儿确定游戏主题。科学区游戏材料如果采用自主

的方式进行投放，可能导致幼儿的游戏导向不能体现

科学性。因此，在游戏进行之前，教师需要进行引导

式的提问。例如，今天想进行关于什么主题的研究？

需要使用哪些材料？想要教师提供什么帮助？教师的

提问不需要多，而在于精，这样才能帮助幼儿厘清游

戏思路。在游戏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幼儿探究科

学现象背后的科学认知，要进行追踪式的观察，化点

为线，持续性地追踪幼儿的游戏行为发展水平。

( 二 ) 自主化空间，发掘内动力
中班幼儿具有一定的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幼

儿的游戏出现新需求时，教师不应急于包办，而应充

分给予幼儿自主空间，引导幼儿通过自己的方式解决

问题。例如，在“会跑的水”游戏中，幼儿想探索不

同材料的吸水特征，教师并没有介入，而是让幼儿在

不同的区域自主搜寻材料。在此过程中，幼儿动手解

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同时激发了幼儿进行下一

个游戏的兴趣。

( 三 ) 记录有方法，玩后促提升
不会写字就不能进行记录？这一观点明显错误。

科学类游戏结束后的记录尤为重要，中班幼儿记忆维

持的时间不够长，记录可以帮助幼儿回忆游戏过程及

操作结果。教师可以设计一些封闭型或半封闭型的记

录表，定期投放到科学区，培养幼儿善于记录的习惯；

可以利用科学区墙面展示幼儿的自主式记录，美化科

学区环境的同时强化幼儿科学经验的积累。

幼儿是天生的游戏者，好奇心是指引幼儿深度游

戏的“种子”，只有认真呵护、耐心指引，这颗“种子”

才能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自主游戏能让幼儿真正

学到知识，只有将游戏的自主权还给幼儿，才能开展

可持续探究的深度游戏，激发幼儿的无限创造力，这

是促进幼儿认知发展的“催化剂”。小小科学区，蕴藏

大智慧，灵感的闪现、真理的迸发由此展开……（作

者单位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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