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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当前幼儿园教师在科学探究活动的方案设计中遇到的问题，论文基于 PCK 理论框架分别从教学内容分析、

学情分析、教学目标分析、教学方法与策略应用、教学评价五个环节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kindergarten	teachers	encounter	in	the	program	design	of	scientific	inquiry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PCK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five links of 

teaching content analysis, learning situation analysis, teaching objective analysis, teaching method and strategy application,  

teaching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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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CK 理论框架的构成
PCK 即学科教学知识、领域教学知识。最初 PCK 这一

概念是由美国教学研究专家 Shulman 在 1986 年提出的，并

将其 PCK 定义为“教师独有的教学经验，即教师的某一学

科领域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教学方法的整合或转换，是教师对

其专业知识的独特理解形式。”结合近三十多年国内外学者

对 PCK 理论的研究来看，当前对于 PCK 的界定大体分为学

科知识取向与课程取向两种，并且不论哪种课程取向在对

PCK 构成要素中均多次提及教师对教育目标的知识、对学

生的知识、对课程的知识、对教学方法与策略的知识、对教

学评价的知识五部分内容 [1]。

因此基于上述总结，本研究提出的 PCK 理论下的幼儿

园科学探究活动设计框架如图 1 所示，具体包括：幼儿园教

师关于幼儿园科学探究活动教育目标的知识；幼儿园教师关

于幼儿学习幼儿园科学探究活动的知识；幼儿园教师关于幼

儿园科学探究活动教育内容的知识；幼儿园教师关于幼儿园

科学探究活动教学方法与策略的知识；幼儿园教师关于幼儿

园科学探究活动教学评价的知识五部分。

图 1 PCK 理论下的幼儿园科学探究活动设计框架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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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CK 理论框架在活动方案设计中的应用
PCK 理论框架中的五项要素分别与活动方案设计的五

个环节一一对应，下面遵循教师设计活动方案的一般顺序进

行解释与说明。

①教师关于教育内容的知识与设计活动方案前的教学内

容分析环节相对应。教师在设计方案前需要通过梳理教学内

容的来源，教学内容中的核心概念与相关知识，教学内容的

层次结构，以及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课程资源等内容，来判断

该教学内容是否合理 [2]。

②教师关于幼儿学的知识与设计活动方案前的学情分析

环节相对应。教师要通过梳理幼儿的已有学习经验，过往参

与活动中表现出的学习特征与学习后的效果，综合了解幼儿

的真实学习情况，并判断该教学内容的选择是否合理，活动

开展的思路是否清晰，以及评判后续活动过程的设计是否具

有针对性和发展性。

③教师关于教育目标的知识与活动方案中的教学目标分

析环节对应。教师需要在了解教学内容和学情的基础上，分

析教学目标的取向、维度、价值和完成度，尤其是活动方案

的目标设置是否紧紧围绕教学内容的核心知识，是否适应幼

儿的年龄特点、能力发展与实际需求，是否能够促进幼儿的

情感与态度健康发展等方面。

④教师关于教学方法与策略的知识与活动方案中对于教

学方法与策略的应用环节相对应。教师在选择与设计活动方

案中的教学方法与策略时应注意判断其与方案中的教学目

标是否一致，对幼儿的学习是否具有引导和促进的作用。

⑤教师关于教学评价的知识与活动方案中对于教学评价

的应用环节相对应。教师在选择活动过程中的教学评价方法

时要注意关注幼儿的行为与表现，多鼓励幼儿参与评价。同

时在进行活动实施后的教学环节时则需注意将幼儿的真实

反馈与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学情、教学方法与策略进行对

应和细化的方法，以此判断活动方案中的教育活动目标是否

完成，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教学环节的安排是否合理，教学方

法与策略是否有助于解决活动的重难点，以及幼儿在活动中

的参与效果是否积极等内容 [3]。

3 PCK 理论框架下优化幼儿园科学探究活动
方案设计的具体策略
3.1 教学内容分析环节

当教师确定某一科学探究活动的活动主题后，最需要做

的便是寻找该主题下的“核心概念”并对其进行纵向引申。

中国幼儿园课程普遍以主题活动形式开展，而主题活动

的设计必定围绕某个特定的概念为核心，才能构成整个活动

的主题网络。因此，教师对于“核心概念”的分析，以及对

其相关知识的储备十分重要。在设计幼儿园科学探究活动方

案前，教师可以先依据活动主题的大背景，筛选其中多个具

有教育价值的概念作为备选。其次结合本班幼儿的实际水平

与发展需要，选定其中最贴近幼儿最近发展区的知识作为

“核心概念”。确定“核心概念”后教师可利用思维导图的

形式梳理自己的已有经验，再结合通过网络、书本或其他教

师等途径搜集到的所有相关课程资源进行补充，并依照由浅

入深、由易到难地纵向顺序进行引申。最后，结合思维导图

筛选出其中适合本班幼儿进行科学探究学习的内容作为方

案设计的教学内容备选素材。建议围绕一个“核心概念”备

选多个素材，以便在实际开展活动中能够基于幼儿的真实反

馈进行及时调整、替换和补充。

3.2 学情分析环节
在设计科学探究活动前进行幼儿的学情分析是尤为重要

的，它是衡量整个活动方案的适宜性与可操作性关键指标。

学情分析需要教师充分了解本班幼儿的已有生活经验与学

习经验、兴趣与发展需要、认知特点与水平、动手操作水平、

思维特点、语言表达能力水平，以及幼儿的个体差异。

受幼儿年龄、能力、经验等因素的限制，教师对学情的

了解与分析主要来源于对幼儿的行为观察，以及与幼儿家长

的交流与沟通。因此为了能够在活动方案设计前对幼儿进行

学情分析，建议教师为班内每位幼儿建立成长档案袋，通过

收集、记录、整理文字、图片、视频、作品等形式的资料，

记录幼儿的成长与发展过程。此方法不仅能力帮助教师在进

行科学探究活动方案设计前对本班幼儿的现有水平进行准

备分析，还有助于教师在活动实施后对幼儿的发展进行评

价，更能为教师的课后教学反思提供现实依据。当然幼儿的

成长档案袋不能仅靠主班教师个人收集，还可发动配班教

师、保育员、家长共同参与，再由主班教师及时进行统一的

整理、筛选、收藏，以及对档案袋中的素材、数据进行阶段

性的总结与评价。相信由此形成的学情分析不仅能够为教师

设计科学探究活动方案提供有力保障，同时也建立了一座起

家园合作的桥梁，便于教师与家长沟通，使家长更加了解幼

儿在园的表现与发展情况，保证幼儿园教育的延续性，也为

家长提供了有效的家庭教育思路，从而更好地促进每位幼儿

的发展 [4]。

3.3 教学目标分析环节
教师在对教学目标进行分析的环节中不仅要预设适宜的

活动目标，还应注意分析具有活动重难点，而非简单地将知

识目标作为重点，能力目标作为难点 [5]。所以此环节的分析

中教师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3.3.1	注重活动目标表述中对于经验指向的细化
科学研究活动的教学目标是教师对幼儿在本次活动中知

识、能力、情感发展的预期，因此教师应注重在一次科学探

究活动中能为幼儿带来的哪些具体的收获。所以教师在设计

活动目标时，要依照教学内容中对于幼儿科学知识、科学能

力、科学态度与情感方面的具体经验指向进行详细表述。制

定目标过程中教师可运用“追问法”，来提醒自己细化目标

的“经验指向”，检验其具体性和可操作性。如追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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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活动内容幼儿能够了解什么样的知识？”“通过什

么样的活动方法幼儿可以发展什么样的能力？”；“通过什

么样的活动形式幼儿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情感？”等。

3.3.2	面向幼儿个体差异预设有挑战性的活动重难点
活动重点一般指向某一特定科学探究活动中的核心知识

与经验。而活动难点则指向在该特定的科学探究活动中幼儿

在学习这些核心知识与经验的过程中出现的易出现的难点

问题，尤其是能力水平有差异的幼儿对于难点问题的解决程

度也有不同。因此，教师在对活动重难点进行分析时，不仅

需要面向班内全体幼儿了解其在学习活动中展现出的普遍

性特点，还需重点注意幼儿在学习活动中的个别差异。建议

教师可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多注意观察幼儿展现出的差

异化语言、差异化行为、差异化能力等特殊情况，并做好观

察记录与分析，以便教师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本班幼儿的个

性化差异，和更准确地把握幼儿的最近发展区，从而预设具

有挑战性的活动重难点 [6]。

3.4 教学方法与策略应用环节
教师对于活动方案中教学方法与策略的设计应重视科学

探究活动中发展幼儿“探究”的本质要求。值得注意的是此

“探究”强调的是幼儿自主探究。因此，教师在进行活动过

程设计时应以幼儿本身的学习特点为依据，合理安排活动的

时间、环节和相应的教学方法与策略。在此可借鉴刘占兰提

出的幼儿园科学活动的步骤与指导策略：确定探究主题，提

出问题—推测与讨论—进行实验和观察—记录、处理信息和

数据，并把它们转化为证据—表达和交流。教师可以参照上

述环节，结合本班实际进行调整。同时教师还需在活动过程

中多利用开放性、启发性的提问，引发幼儿独立思考与探究，

并注意为幼儿提供充足的探究材料、操作时间以及自主探究

的机会，注意引导幼儿的动用多种感官进行学习，激发其探

究兴趣，培养幼儿科学探究的态度和习惯。

3.5 教学评价环节
教学评价的主体是以教师自评为主，鼓励家长与幼儿积

极参与为原则，对教学活动方案、教学活动实施过程以及教

学效果进行评价的活动。但是在幼儿园科学探究活动方案的

设计中，教师往往关注活动过程中对目标与教学重难点的评

价，而忽略了“活动延伸”部分的重要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活动延伸绝不仅是简单地给“幼儿留作

业”，或者是给“家长留作业”，教师应该转变固有观念，

正确认识活动延伸的形式及价值。幼儿园科学探究活动延伸

的形式通常可以分为四种形式：①延伸到下一个教育活动中

（可以是相关主题的任何领域活动），在课程设置以及幼儿

学习经验上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②延伸到区域活动之中

（可以是相关主题的多个活动区），通过在活动区投放适合

的材料，引导幼儿将在科学探究活动中学习到知识与经验进

行运用、巩固与深化，或者与其他领域的内容建立起联系；

③延伸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之中，即教师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对幼儿进行与主题内容相关的言传身教，促进其对知识与经

验的消化理解；④延伸到亲子活动之中，在幼儿园科学探究

活动方案的设计中注重对幼儿园和家庭资源的整合，鼓励家

长了解并参与到活动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之中，从而形成教育

合力，更好地促进幼儿科学探究的认知、能力与情感的全面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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