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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03年是中国人独立设置幼稚园的开端，为促进幼儿教育的发展，幼儿师范教育也走上中国教育
的大舞台。
幼儿师范教育诞生初期，师资、课程、教材均仰给于国外，但前辈幼师人从未停止过中国化、科学化
幼师教育的探索，他们的不懈努力成为我们今天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以后，幼儿师范教育获得了新生，一批独立设置的幼儿师范学校逐步成为培养幼儿教
师的基地，特别是《幼儿师范学校教学计划》的颁布，使新生的幼师教育在课程和教材领域开始走向
规范化。
经历了“文革”大风暴之后，幼儿师范教育再次焕发青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教育部审定并出版了全国幼儿师范学校通用教材和培训教材，为恢复和发展
幼儿师范教育，规范幼教师资培养、培训规格和标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前教育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幼教师资学历层次上移成为大趋势，幼儿
师范教育也基本完成从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的过渡，大部分三年制幼儿师范学校或改为五年制，或并
入高师设置学前教育系，原有的教材体系已不能适应办学要求，适应专科层次幼儿师范教育新发展的
教材体系成为“空白点”。
正是由于新教材的空缺，使得相当一部分学校只能沿用旧教材，或选择高师本科教材，甚至采用小学
教育专业或高中教材，而这显然不符合幼儿师范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和培养目标。
教材问题成为制约幼儿师范教育培养目标实现的一个“瓶颈”。
　　教材是实施课程标准的基本工具。
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对于教材功能的认识已发生深刻变革，教材不是“规范”和“
控制”教学的工具，为教学服务是对其根本功能的重新定位。
教材既承载知识和技能，更渗透思维方法的给予、认知结构的优化、实践能力的形成和创新精神的培
养，在幼儿师范教育实现大专化的进程中，适时编写出版一套代表学前教育发展方向、体现幼教新理
念、新思维和反映课程改革新成果的幼师系列教材，无疑将会为新时代的幼儿师范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
　　2003年，正值中国幼儿教育百年庆典，一批长期工作在第一线的幼儿师范教育工作者，共聚上海
，商讨教材建设问题，并达成编写五年制幼师新教材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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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从幼儿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实际和课程设置出发，遵循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
育指导纲要》的基本精神，反映当前我国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改革与实践的新成果，反映0—6岁儿童科
学教育一体化的要求，具有时代特征和实用价值。
本教材突出理论性、实践性、可操作性的特点，按理论导向、案例分析、实践训练等要求，在各章中
分别列出学习要点、学习内容、教学案例、思考与练习等，可帮助使用者提高理论修养和实践操作能
力。
　　本教材可供幼儿师范学校三年制、五年制学生使用，兼顾高等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选用，
也可作为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和进修的参 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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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维果斯基鼓励儿童在解决问题中学习。
他认为，学习应当被融入对日常不断产生的矛盾冲突的解决中，鼓励儿童在解决问题中探索，激发他
们的好奇心，引发他们对问题的深层理解，从而通过问题解决使他们建构对知识的理解，成为解决问
题的主人。
所以，在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活动中，教师应给儿童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从而激发他们的活动欲
望，这样便有利于他们发现问题，收集资料，开展实验，提出假设并进行检验，成为知识海洋的主动
探索者。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称结构主义，是认知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
当今的建构主义者主张：世界是客观的，但是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赋予意义却是由每个人自己决定的。
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建构现实，或者至少说是在解释现实，我们个人的经验世界是用我们自
己的头脑创建的，由于我们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于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便也迥异。
所以他们更关注如何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知识。
学习过程不是学习者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积极地建构知识的过程，主张以学习者为中心，鼓励学习
者进行批判性思维，调动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与动机等。
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的课程设计展示出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维特罗克(M．C．Wittrock 1983)提出学生学习的生成过程(Generative Process)，人脑并不是被动地
学习和记录输入信息，而是主动地建构对信息的解释、对信息进行主动选择和推理。
作为当代建构主义的“认知灵活性理论”(CognitiVe F1exibility Theory)认为，学习过程包含两个方面的
建构：一是通过运用原有的经验对新信息进行理解；二是从记忆系统中所提取的信息本身，要按具体
情况进行建构，既包括对新信息意义的建构，也包括对原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②。
　　由此，在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活动中应强调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基于问题的学习。
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强调通过学习者的思维活动实现学习，学习者要不断思考，对各种信息和观念进行
加工转换，形成新的假设，并通过一定的方式对此做出验证。
在问题中学习，教师针对学前儿童所要学习的科学内容设计出具有思考价值的、有意义的问题，让学
前儿童去思考、去尝试解决问题，他们综合运用原有的知识经验，查阅相关资料，独立思考，形成对
问题的解决。
　　第二，沟通、交流、合作中学习。
传统的学习情境以接受式学习为主，强调教师教学前的准备，远离现实生活，学习者不是为自己学习
，不是真实生活的愉悦体验，而是充斥着单调、枯燥、乏味的无聊刺激，学习者日渐失去学习的动力
与兴趣，被学习者称为“高压锅式，，的学习。
建构主义认为，每个学习者都有自己的经验世界，不同学习者的原有经验以及对问题的理解都不相同
，创没的学习情境要有利于沟通、交流、合作，有助于儿童之间学会表达自己的见解，学会聆听并理
解他的看法，进而学会接纳、互助、分享等，这些品质都是现代儿童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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