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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小班综合实践课程的实施
———以饲养蚕宝宝科学实践活动为例

曹方霞
( 扬州大学第二幼儿园，江苏 扬州 225000)

【摘 要】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其更倾向于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知识及

经验。教师通过开展饲养蚕宝宝科学实践活动，以小班幼儿为主体，以察觉需求、引入探究，专家助教、搭建

知识轮廓，创设场景、激发幼儿参与，多维度思考、提升综合能力，知识迁移、增强民族自豪感等路径探索实

践课程的实施过程。活动持续时间达两个月，幼儿在饲养蚕宝宝的过程中，显著提高了观察能力、认知能力、
动手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科学素养。在该过程中，教师基于幼儿对蚕宝宝的观察，引导幼儿围绕蚕宝宝的特

点，通过记一记、说一说、画一画、搭一搭等活动，让幼儿从不同维度思考并展示饲养蚕宝宝的收获; 引导幼

儿通过收集资料、询问家长探讨蚕宝宝的价值，教师通过简略地讲解丝绸之路的知识，增加了幼儿的社会科学

知识，实现了知识迁移，提升幼儿的民族自豪感。
【关键词】幼儿园; 实践课程; 科学实践活动

中图分类号: G613. 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4810 ( 2023) 14 － 0090 － 03

幼儿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园

教育要激发幼儿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的潜能，尤其是

在实践课程中引导幼儿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帮助其

提高对学习的兴趣与热情，实现深度学习，达到高效

学习的目的。2012 年 9 月，教育部颁布的《3—6 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 以下简称 《指南》) 指出: “幼

儿的科学学习是在探究具体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中，

尝试发现事物间的异同和联系的过程。幼儿在对自然

事物的探究和运用数学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过程中，

不仅获得丰富的感性经验，充分发展形象思维，而且

初步尝试归类、排序、判断、推理，逐步发展逻辑思

维能力，为其他领域的深入学习奠定基础”。［1］教师在

幼儿园综合实践课程中开展科学实践活动能够激发幼

儿的探究兴趣，使其体验探究过程，发展初步的探究

能力，对于提升幼儿的综合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本

文介绍了笔者在小班教学中组织开展饲养蚕宝宝的科

学实践活动过程。

一 察觉需求，引入探究

幼儿园教师要学会察觉幼儿的需求，抓住合适的

契机引入探究活动。以饲养蚕宝宝的科学实践活动为

例，开展契机如下: 在幼儿午餐后的间隙活动中，一

名小班幼儿问笔者: “老师，你见过真的蚕宝宝吗? 我

为什么在动物园里没有看过?”笔者见她正在看海豚出

版社 2020 年出版的 《最后的蚕宝宝》，于是询问旁边

的幼儿: “你们见过蚕宝宝吗?”幼儿纷纷表示没见过。

幼儿们问: “老师，那我们可以养蚕宝宝吗?”此时正

是春蚕养殖的好时机，笔者认为结合幼儿的需求组织

饲养蚕宝宝的活动能够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为进一

步提高全班幼儿参与活动的热情，保证活动能够顺利

开展，笔者先带领幼儿进行关于蚕宝宝饲养的集体讨

论，如蚕宝宝长什么样、蚕宝宝需要吃什么、蚕宝宝

应该住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等。幼儿热情高涨，积极参

与讨论，但对很多问题难以达成一致的意见。教师为

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及探索热情，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而是让幼儿就相关问题制作成调查表，让幼儿作为调

查员，回家后向父母长辈询问问题，记录调查结果。
第二天的清晨，幼儿非常兴奋地带着调查表到教室与

小伙伴和老师分享: “这是我爸爸和我一起完成的! 我

知道了原来蚕宝宝喜欢吃桑叶。” “老师，昨天我和妈

妈在网上查阅资料得知蚕宝宝适宜生活在阴凉、通风、
透气、无污染的环境中。”经过该环节，幼儿对蚕宝宝

有了一定的了解，为后续教师开展饲养蚕宝宝的科学

实践活动奠定了基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学龄前儿童尤其是如此。

对于幼儿老师而言，如何察觉并抓住幼儿的兴趣点是

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要注

意观察幼儿的行为、幼儿之间的沟通内容以了解幼儿

的心理活动，真正了解幼儿内心的需求，这对于幼儿

的身心健康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教师在抓住幼

儿的兴趣点后，要在合适的契机引入多种教学活动，

进一步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

二 专家助教，搭建知识轮廓

幼儿园教师要能够为幼儿提供各种学习资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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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搭建知识轮廓，拓宽幼儿的知识面。笔者考虑到

小班的幼儿对于蚕宝宝的认识还相对浅显，为让他们

对蚕宝宝有更加直观、全面的了解，为后期开展饲养

活动奠定基础，笔者邀请蚕学专业毕业的家长参加助

教活动。
首先，家长助教利用图片、视频、实物等，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幼儿讲述了蚕宝宝的变化过程，幼儿

们看着可爱的蚕宝宝激动不已，听讲解时聚精会神。
幼儿从讲解中了解到蚕卵的孵育需要一定的温度与湿

度，明白了冬天不能孵育蚕宝宝。另外，在孵育的过

程中要放一杯水在旁边可以增加孵育环境的湿度。
其次，家长助教向幼儿展示孵育了不同日龄的蚕

卵、各阶段蚕龄的蚕宝宝、养蚕用具等。幼儿看到刚

孵出来的蚕宝宝都觉得像蚂蚁，家长助教解释: “一龄

蚕宝宝又叫蚁蚕，它黑黑的，身上还长着许多细毛，

这时候的蚕宝宝只能吃嫩嫩的桑叶，而且要 把 桑 叶

剪碎。”
之后，家长助教又为幼儿们总结了养蚕过程中的

注意事项，并通过提问的方式了解幼儿对注意事项的

掌握情况。幼儿能在较短的时间记住这些要点，并且

还能提出更多有意义的问题，比如: “蚕宝宝只吃桑叶

吗? 爸爸妈妈说小朋友要吃各种蔬菜，蚕宝宝只吃桑

叶是不是挑食?” “蚕宝宝吃的桑叶要去哪儿采摘?”
“蚕宝宝为什么要吐丝把自己裹紧?”等问题，家长助

教一一解答。
最后，家长助教提供机会让幼儿与蚕宝宝互动。

幼儿可以触摸、饲喂蚕宝宝，用放大镜观察蚕宝宝、
蚕卵、蚕丝等。几 名 平 时 相 对 内 向 的 幼 儿 也 能 积 极

参与。
该过程进一步提高了幼儿对于科学探究活动的兴

趣，幼儿对蚕宝宝的饲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由此

可知，当幼儿的兴趣被激发后，教师要及时为幼儿补

充相关知识，促进幼儿对知识的理解，实现知识积累，

为幼儿做进一步探索奠定理论基础。

三 创设场景，激发幼儿参与

《指南》指出: “幼儿的思维特点是以具体形象思

维为主，应注重引导幼儿通过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和

实际操作进行科学学习，不应为追求知识和技能的掌

握，对幼儿进行灌输和强化训练”。［2］饲养蚕宝宝的科

学实践活动能够提供给幼儿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和实

际操作的机会。幼儿在真实的饲养场景中能够提高参

与科学实践活动的兴趣。蚕在整个生长周期会经历多

个阶段，幼儿能够明显地观察到蚕在各个阶段的特点。
教师要引导幼儿在细心照料中仔细观察。

为让幼儿在实践过程中充分培养他们的责任意识，

笔者将小班幼儿分为四个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筐

蚕宝宝的饲养。教师先把蚕卵放在小纸盒中分发给每

一小组，让幼儿开始进行蚕卵孵化的探究观察。蚕卵

孵化的过程相对漫长，需要两个星期左右，有的幼儿

会失去耐心，教师要及时予以鼓励，并告知幼儿蚕卵

孵化的细节: 当蚕卵快孵出小蚕时，卵的颜色会变成

黑色。如果想 加 快 孵 化 的 速 度，需 要 将 温 度 保 持 在

24 ～ 25 摄氏度，同时要注意通风。两个星期后蚕孵化

出来了，幼儿喜悦又兴奋，纷纷表示自己的坚持收到

了回报，幼儿感受到坚持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培养了

自己的耐心和毅力。在后期的饲养过程中，教师要指

导幼儿完成桑叶的无水化处理，以及剪桑叶、喂蚕宝

宝、清理蚕宝宝的居所等一系列任务。这些任务锻炼

了幼儿的动手实践能力，如有的幼儿难以熟练运用剪

刀，这次活动后，全班所有幼儿均能熟练运用剪刀修

剪桑叶。
与此同时，饲养过程中的分工协作提升了幼儿的

团队协作能力。如有一天，一名幼儿伤心地告诉笔者，

他们小组饲养的一只蚕宝宝似乎死了，一直不吃桑叶，

笔者过去看了看向他们提问: “蚕宝宝死了是什么样子

的呢?”有的幼儿说: “我家的小仓鼠死后身体会变得

硬硬的，这只蚕宝宝的身体还是软的，应该没有死，

用手戳一戳它还会动呢，它应该只是在睡觉。”教师引

导幼儿仔细回忆: “助教家长是不是说过蚕宝宝长到一

定的阶段就会换衣服 ( 蜕皮) 啊? 在换衣服之前蚕宝

宝会做什么?”经提醒，幼儿立刻意识到蚕宝宝可能是

要蜕皮。经过教师的指点后，幼儿开始轮流值日看护

蚕宝宝蜕皮。在第二天，轮流值日的幼儿观察到了蚕

宝宝蜕皮，连忙喊组内其他幼儿来观察。幼儿们兴奋

地用放大镜观察蚕宝宝蜕下来的皮，有幼儿回忆: “助

教叔叔说过蚕在蜕皮后食量会变大，此时需要提供给

它足够的桑叶。”于是轮流值日的幼儿连忙拿出很多桑

叶喂蚕宝宝。分工协作轮流值日的方式使幼儿感受到

组内成员各司其职带来的益处，幼儿都很乐意用这种

轮值方式继续进行观察活动，饲养工作又继续持续了

一个多月。该过程增强了幼儿的团队协作能力。
饲养的过程是培养幼儿观察能力的过程，饲养过

程中教师的适时提问能够帮助幼儿形成良好的探索习

惯。教师要在适当时机通过提问引导幼儿进行深度观

察，如在整个生长周期中蚕宝宝的颜色是否有变化、
蚕宝宝的便便是什么样的、蚕宝宝什么时候才会吐丝

等。当教师抛出一个个问题时，很多幼儿会意识到原

来蚕宝宝还有这么多变化是自己没注意到的，更加激发

幼儿的探索热情。笔者优化教学方案，以“发现蚕宝

宝”为主题设计观察记录表，鼓励各组幼儿把蚕宝宝的

变化用文字或画画的方式记录下来，进一步提升幼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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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总结能力，为培养幼儿的科学素养奠定基础。
教师在创设饲养场景的过程中扮演了引导者、合作

者的角色，为幼儿提出具有探索性的问题，以及适时予

以点拨，让幼儿带着问题细致观察，深入探究，激发了

幼儿的探究兴趣，提高了幼儿的参与积极性。同时，教

师创新教学方法，以记录表的方式鼓励幼儿从多角度、
多方位观察事物，用文字或绘画记录，让幼儿的观察更

加深入、细致，促进幼儿形成良好的探索习惯。

四 多维度思考，提升综合能力

在每个阶段讨论蚕宝宝变化的环节，幼儿总是争

先恐后地发表意见。为让幼儿更清晰地展示自己观察

的发现，笔者设置了科学区、读写区、美工区、建构

区，在这些区域中分别开展记一记、说一说、画一画、
搭一搭等活动，让幼儿从不同维度思考并展示饲养蚕

宝宝的收获。
在科学区，教师准备了放大镜、镊子、记录表、

收纳盒等工具，方便幼儿细致记录蚕宝宝的变化。例

如，有幼儿利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蚕宝宝后发现，不同

年龄阶段蚕宝宝的蚕粪大小不一样; 还有幼儿发现不

同蚕宝宝吃桑叶的方式不同，有的是趴在叶子的边缘

开始吃，有的是从中间咬出一个洞后往周围开始吃，

有的是啃下一片后开始吃。幼儿把蚕宝宝啃食过的不

同形状的桑叶用镊子挑出来粘贴到记录表，并用文字

进行分类描述。在读写区，笔者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

蚕宝宝的绘本，让幼儿可以自由选择阅读。与此同时，

教师鼓励幼儿把自己阅读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在美工

区，笔者提供了超轻黏土、颜料、花生壳、开心果壳、
小石头、纸张等材料，让幼儿自主进行手工制作或绘

画，展现自己心目中的蚕宝宝。在建构区，教师鼓励

幼儿运用积木零件通过平铺、垒高、围合等方法搭建

蚕宝宝的“家”。幼儿有了前面的细致观察作为铺垫，

这些活动的开展格外顺利，幼儿的参与积极性也非常

高。不同的活动促使幼儿对蚕宝宝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提升了幼儿的综合能力。

五 知识迁移、增强民族自豪感

教师要以饲养蚕宝宝的科学实践活动为契机，为

幼儿拓展知识面，实现知识的深度迁移。例如，在蚕

宝宝吐丝的一天，几名幼儿问笔者: “蚕宝宝有什么本

领?”笔者立刻意识到这是给幼儿们做知识深度迁移的

良好契机，于是笔者让幼儿先回家咨询家长蚕宝宝的

价值。第二天，幼儿兴奋地告诉笔者他们收集到的答

案，纷纷表示蚕宝宝吐出的蚕丝可以做丝巾、衣服、
被子等，有的幼儿还把一块丝绸带到学校。还有一些

幼儿给出了新颖的答案，如蚕茧可以做工艺品、蚕蜕

的皮可入药、蚕蛹可以吃等。分享交流过后，幼儿们

对蚕宝宝有这么多的用途表示感慨，顿时对蚕宝宝心

生敬意。接着，教师提出问题: “提到丝绸，大家知道

丝绸之路吗?”幼儿纷纷表示不知道。于是笔者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为幼儿讲述了丝绸之路，幼儿知道了在劳

动人民的努力下，蚕桑产业的发展为我国谱写了文化、
经济交流的恢宏篇章，同时幼儿也对中华民族悠久的

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提升幼儿的民族

自豪感。

六 小结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 陆游

《冬夜读书示子聿》) 以饲养蚕宝宝为科学实践活动的

主线，基于挖掘兴趣—知识搭建—开展实践—促进表

达—实现知识迁移的学习路径，让幼儿在学习相关知

识的过程中培养主动探究、互助协作等意识，提升了

科学素养与综合能力。
幼儿在大脑迅速发展的 0 ～ 6 岁阶段，如果接收到

丰富而优质的感官刺激会增强大脑的学习力。幼儿受

到适宜的刺激，如同植物得到充足的阳光、水分、肥

料自然会茁壮成长。教育教学本质上就是提供 “充足

的阳光、水分、肥料”的过程。［3］教师在饲养蚕宝宝科

学实践活动中为幼儿提供充足的物质材料，以幼儿为

探索过程的主体，以基于实践进行学习的思想贯穿始

终，充分尊重幼儿的学习特点及身心发展规律，在幼

儿的实践探究中适时提问、积极引导，激发并维持了

幼儿的探究兴趣，锻炼了其多方面的能力，并实现了

知识迁移，促使幼儿达到深度学习的目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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