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教育課程先導計劃”系列活動 

 數學與科學活動 

的設計與實施 

濠江中學附屬幼稚園 



學習範疇1.邏輯與推理 

• D – 1 – 1 喜歡觀察生活中與數學有關的事物與
現象，樂意用簡單的數學方法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 

• D – 1 – 2 能分辨整體與部分的關係，初步感知
集合概念； 

• D – 1 – 3 能按物體的特徵或屬性，進行比較、
分類和排序； 

• D – 1 – 4 能說出四季、月份、星期、日期及時
間順序； 

• D – 1 – 5 能說出日常生活中發生事件的順序和
前因後果； 
 



學習範疇2.圖形與空間 
• D – 2 – 1 認識圓形、正方形、三角形等基本平
面圖形； 

• D – 2 – 2 認識正方體、長方體、球體、圓柱體
等基本立體圖形； 

• D – 2 – 3 能指出某一物體的位置，及其與其他
物體的空間關係； 

• D – 2 – 4 能在他人的幫助下進行簡單的統計並
嘗試製作圖表； 

 



學習範疇3.數與量 

• D – 3 – 1 能認識常見的數字元號，並正確書
寫； 

• D – 3 – 2 初步感知和理解數量之間的關係； 

• D – 3 – 3 能借助實物或圖片對10以內的數量
進行分解組合，並進行簡單的加減運算； 

• D – 3 – 4 認識常見的測量工具並會進行簡單
測量； 

 

 



學習範疇4.科學態度 

• D – 4 – 1 喜歡親近大自然，並對自然環境表
現出興趣和好奇； 

• D – 4 – 2 愛護動、植物，關心周圍環境； 

• D – 4 – 3 喜歡提出所觀察到的問題，並試圖
找到答案； 

• D – 4 – 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與人合作、
分享探索的收穫； 

• D – 4 – 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係，對科
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表個人看法； 

 



學習範疇5.科學技能 

• D – 5 – 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學現象； 

• D – 5 – 2 初步懂得科學探索的方法； 

• D – 5 – 3 能嘗試比較自然環境中各種現象的
異同； 

• D – 5 – 4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果，並用自
己熟悉的方式記錄； 

• D – 5 – 5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常見的科學用
具和材料，進行簡單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學習範疇6.科學現象 
• D – 6 – 1 能察覺生活中常見的科學現象，嘗
試描述物體的特徵； 

• D – 6 – 2 能初步認識自然界常見的生物和非
生物的特性； 

• D – 6 – 3 能分辨天氣變化和四季的特徵； 

• D – 6 – 4 能初步瞭解人與常見動、植物和環
境的關係； 

• D – 6 – 5 會說出與生活相關的重要自然資源
的重要性。 

 

 



     
 

數學與科學領域 
  

 

•              具體內容與教學方法 



一、邏輯與推理內容 
 • 1.集合 

• 1.1配對：將相同的、或者有關聯的物品配成對。 

• 1.2對應：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物品，做一對一
的對應，以比較哪邊多，哪邊少？或一樣多。 

• 1.3分類：將相同的物品歸在一起。 

• 1.4排序：按照數的順序排列或者物體的大小、
多少、長短、粗細和厚薄等特徵依序排列。 

• 1.5認識1和許多。 

 



• 2.認識時間 

• 2.1會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辨別早晨和晚上、
白天和黑夜。 

• 2.2認識昨天、今天和明天。 

• 2.3認識年、季、月、日；學會看日曆、知
道星期7天的名稱和順序；認識時鐘，學
會看整點、半點。 

 



1.感知集合的方法 
 • 1.1配對和對應 

•  用排除法：即找出不同。利用材料的顔色或形狀給幼兒設置
一定的幹擾因素，以鞏固幼兒的類概念。 

•  用標記提示：教師提供實物的顔色、大小和外形等特徵圖標，
請幼兒進行配對和對應練習。 

•  關係配對、量量配對、比多少、認識1和許多需要結合具體
實物或者圖片一一對應做比較。 

• 1.2分類 
•  按外部特徵、內部屬性（性質或用途）、數量關係和邏輯關
係分類教學時，教師可先請幼兒把物體、圖片和圖形等集合分類，
再用標記表示分出的各個子集。 

•  幼兒在按標記分類時，要求他們“邊分邊說”，有助於幼兒
概括、整理自己的操作過程，同時也有利於他們及時發現自己的
錯誤。 

•  在此基礎上進行兩個特徵、兩個以上特徵或多重角度分類。 
 



2.認識時間的方法 
 

• 2.1結合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具體事件積累對時間
的感性經驗。 

• 2.2利用教學活動提升、歸納認識時間的感經驗。 

• 2.3在遊戲活動中鞏固、運用對時間概念的理解。 

 



圖形與空間具體內容 
1.綫條與圖形 

認識各種開放及封閉的綫條，並進行指認，結合生
活中的物品，瞭解綫條與圖形的簡單關係。 

2.認識圖形 

2.1平面圖形 

感知三角形、正方形、圓形、長方形、梯形、橢圓
形、半圓形和多邊形等形狀的特徵，會指認並進行
分辨。 

2.2立體圖形 

感知正方體、長方體、球體和圓柱體等形狀的特徵，
會指認並進行分辨。 

2.3能夠區分平面圖形和立體圖形的不同。 



3.空間位置 

感知上下、內外、前後和左右的空間方位，即
發展幼兒能以自身（客體）爲中心確定物體的
方向、位置以及運動方向的能力。 

4.統計與圖表 

4.1探索簡單的統計方法。 

4.2嘗試製作簡單的統計圖表。 

 

 



圖形與空間教學方法 
• 1.認識平面圖形的方法 

• 1.1讓幼兒觀察比較。 

• 1.2在操作活動中鞏固對圖形的認識。 

• 1.3尋找生活中的圖形。 

• 2.認識立體圖形的方法 

• 2.1運用摸感知和語言描述相結合的方法。 

• 2.2與平面圖形比較。 

• 2.3利用手工活動鞏固對立體圖形的認識。 

 



3.認識空間方位的方法 

• 3.1先以自身爲中心感知上下、內外、前後
和左右方位。 

• 3.2再引導幼兒觀察周圍的環境，發現自己
身體的前方、後方、旁邊（左右概念的替代
詞）各有什麽物體。 

• 3.3最後以客體爲中心辨別方位。如桌子上
面有花瓶，桌子下面有小狗等。 

4.學習簡單的統計與圖表的方法 

• 4.1在學習分類、計數的基礎上比大小，羅
列出物體數量的多少，進行統計。 

• 4.2讀懂並學習製作簡單的統計圖表。 

 



3.認識空間方位的方法 

3.1先以自身爲中心感知上下、內外、前後和左右方位。 

3.2再引導幼兒觀察周圍的環境，發現自己身體的前方、
後方、旁邊（左右概念的替代詞）各有什麽物體。 

3.3最後以客體爲中心辨別方位。如桌子上面有花瓶，
桌子下面有小狗等。 

4.學習簡單的統計與圖表的方法 

4.1在學習分類、計數的基礎上比大小，羅列出物體數
量的多少，進行統計。 

4.2讀懂並學習製作簡單的統計圖表。 

 



數與量內容 
• 1.數概念 
• 1.1會正確、清晰地唱數、順數、倒數、接著數和
按群計數（2個2個的數、3個3個的數、5個5個的數、
10個10個的數等）100以內的數。 

• 1.2理解10以內數的形成。 
• 1.3認寫數字0——10。 
• 1.4“10以內”的數物對應。 
• 1.5認識10以內的序數、相鄰數和單、雙數，感知

10以內自然數列的等差關係。 
• 1.6感知數的守恆現象。 
• 1.7學習10以內數的分解組成，理解總數與部分數
的等量、互補和互換關係。 



• 2.量概念 
• 2.1感知物體之間的量量對應關係。 
• 2.2感知物體的大小、多少、長短、高矮、輕重、
快慢、厚薄、寬窄和遠近等不同變化，並進行比
較，初步理解量的相對性。 

• 2.3學習10以內數的加法、減法和連加、連減運算。 
• 2.4會自編10以內數量的加、減法應用題。 
• 2.5感知物體的面積、體積守恆現象。 
• 2.6感知物體的等分現象（二等分、三等分和四等
分）。 

• 2.7學習自然測量，利用各種自然物，例如小棍、
筷子、紙條、小瓶等作計量單位測量物體的長度、
高低、容積等。 

• 2.8認識錢幣。 
 



教學方法 

•            1.講解演示法 

•             2.操作法 

•              3.遊戲法 

•               4.歸納法 

 



科學態度內容 
• 1.好奇心與興趣 
• 發展幼兒對周圍各種事物（自然事物和科技産品）和現象（自
然現象和科學現象）的好奇心，激發幼兒參與科學探索活動、
科技小製作活動的興趣和求知欲。 

• 2.關愛動、植物 
• 2.1有樂意關愛動物的正確態度；學習照料動物的簡單技能。 
• 2.2懂得愛護植物；學習栽種常見植物的簡單技能。 
• 3.喜歡提問 
• 3.1能通過自己的觀察或操作發現問題，提出問題。 
• 3.2能根據已有的知識經驗對問題或現象進行合理猜想。 
• 3.3能通過自己的操作活動對問題或現象進行驗證並得出結論。 
• 4.樂意分享 
• 能主動積極參與各類科學活動，樂意與同伴交流自己探索的過
程和結果，並向同伴學習成功的經驗，體驗成功的快樂。 
 



• 5.感受科學技術與生活的關係 
• 5.1探索認識現代家用電器（如電燈、電話、電視機、冷
氣機、洗衣機和電飯煲等），初步學習簡單的使用方法，
並體會它們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 

• 5.2探索、觀察常見的各種交通工具（如自行車、摩托車、
汽車、輪船、飛機等），比較它們的優缺點，並體驗它
們和人們生活的關係。 

• 5.3探索並初步瞭解常見農業科技産品（如溫室種植的蔬
菜、瓜果，人工飼養的水産、家禽，以及經過加工的食
品等）。 

• 5.4探索各種科技玩具（如電動玩具、充氣玩具、拖拉玩
具等）。 

• 5.5瞭解常見科技産品（如汽車、電視、投影機、電腦和
電話等）的發展。 

• 5.6瞭解熟悉的科學家故事。 
 



科學態度教學方法 
• 1.多組織參觀展覽、搜集調查、遠足郊遊等活
動，利用大自然中鮮活的生命和靈性激發幼兒
的好奇心和探究慾望。 

• 2.提供有趣的、好玩的探究工具，吸引幼兒，
例如玩沙、玩水、小工具等，用活動本身的樂
趣吸引、感染和帶動幼兒探究的行為。 

• 3.用有趣的活動記錄方式（錄影、拍照、畫圖
和展示成果等方式）保留和積累幼兒的探索與
發現。 

• 4.真誠地接納、多方面支持和鼓勵幼兒的探索
行為，及時肯定、表揚幼兒積極的探索行爲，
而不流於形式。 
 



• 5.容忍幼兒因實驗、製作而弄髒、弄亂、甚至
破壞物品的行為，可引導他們活動後做好收拾
整理。 

• 6.創設“問題卡”或“發現墻”，和幼兒一起
發現、記錄並分享周圍新奇、有趣的事物或現
象，一起尋找問題的答案。 

• 7.提供“百寶箱”，收集生活中幼兒能操作、
多變化、多功能的玩具材料或廢舊材料，在保
證安全的前提下，鼓勵幼兒拆拆裝裝或動手自
製玩具。 

• 8.指導幼兒閱讀生動、有趣的科學童話、尋寶
小故事，用有趣的文字啟迪幼兒開啟神秘科學
寶藏的大門。 



科學技能內容 
• 1.觀察技能 
• 1.1運用多種感官（看、聽、聞、嘗、觸等）感知事物特徵。 
• 1.2對不同的對象進行比較觀察，認識其不同和相同之處。 
• 1.3有順序地觀察事物的特徵，初步探尋觀察對象的變化規律。 
• 2.動手操作技能 
• 2.1掌握常見的簡單工具使用方法。 
• 2.2按照規範的流程開展簡單的操作或實驗活動。 
• 2.3設計並製作簡單的物品（例如不倒翁、小風車、萬花筒和簡
易電話等）。 

• 3.表達技能 
• 3.1運用較完整、連貫的語言講述並交流自己在觀察、操作和探
究活動中的發現。 

• 3.2用圖畫、數字、符號、圖表和作品展覽等多種方式記錄自己
觀察、操作和探究活動的過程和結果。 

• 3.3能認真傾聽、理解和評價他人的觀點。 
 



• 4.動腦思考的習慣 

• 4.1嘗試對直接觀察到的現象或事物進行比較
和概括，認識其不同和相同。 

• 4.2能根據觀察到的現象，並結合自己已有的
經驗，推想它的原因，提出合理的解釋，得
出結論，並嘗試預測將來可能發生的現象。 

• 5.比較材料異同的方法 

• 5.1學習按照指定的標準，對常見物體、材料
進行簡單的分類。 

• 5.2嘗試按照自己設定的不同標準對常見物體、
材料進行分類。 

 



科學技能教學方法 
• 1.發展觀察能力的方法 

• 1.1一般的活動流程 

• 出示觀察對象——幼兒自由觀察——表達交
流——教師引導觀察——表達交流——師生共
同總結 

• 1.2具體方法 

•  利用觀察對象的顯著特點激發幼兒的觀察
興趣。 

•  通過啟發性地提問引導幼兒觀察。 

•  引導幼兒運用多種感官感知事物的特徵。 

 



• 引導幼兒通過對觀察對象的操作、擺弄，將觀察和操作相
結合。 

    鼓勵幼兒用語言表達觀察中的發現。 
   指導幼兒學習用各種方式（如繪畫、圖標、數字和符號等）
記錄觀察結果。 
• 2.發展操作能力的方法 
• 2.1一般的活動模式 
•  演示——操作式 
•  自由——引導式 
•  猜想——驗證式 
• 2.2具體方法 
•  提供充足、多樣的活動材料，以保證幼兒反覆操作、
與材料互動，在活動過程中去探索、發現、判斷，自己找
出問題的答案。 

•  引導幼兒在活動中仔細觀察，發現材料在操作過程中
的變化，同時記錄活動中的發現。 
 



3.發展表達技能的方法 
 • 3.1幼兒表達和交流資訊有語言和非語言方式

（包括圖像記錄、手勢、動作、表情等），教
師應充分調動幼兒運用熟悉的、擅長的各種交
流方式表達。 

• 3.2可以讓幼兒利用藝術手段表達他們的科學認
識，使交流形式豐富多彩，如藝術表演、作品
或圖畫展覽。 

• 3.3討論形式可多樣化，如集體討論、分組討論、
借助圖片討論、創設場景討論、自選主持人討
論、不同觀點辯論等。 

• 3.4鼓勵幼兒“邊做邊説”，學會在交流中嘗試
整理、概括自己發現的問題和探究的成果。 

• 3.5利用網絡、音像等視頻媒體進一步豐富幼兒
的知識經驗，拓展幼兒的眼界。 
 



科學現象內容 
• 1.物理現象 
• 初步感知生活中常見的力和運動、光和顔色、熱和溫
度、聲音、磁和電等現象。 

• 2.化學現象 
• 在成人的幫助下，探索生活中簡單、安全、有趣的化
學現象，例如食物發酶、蠟燭燃燒、碘酒和澱粉變色
遊戲等。 

• 3.天文現象 
• 觀察太陽、月亮和星星的變化，初步瞭解其變化規律。 
• 4.認識常見的生物（動物、植物） 
• 4.1認識常見的動物 
• 認識哺乳類（如牛、羊）、鳥類、爬行類（如蛇、鱷
魚）、兩棲類（如青蛙、海龜）、魚類和昆蟲類（如
蝴蝶、蜜蜂）等動物外形特徵、習性和生長變化；結
合本澳地域特點，認識常見的海洋生物。 



• 4.2認識常見的植物 
• 認識常見的花草樹木、蔬菜水果和農作物等植
物的主要外形特徵和生長過程；認識本澳常見
的樹木、花草、水果和農作物。 

• 4.3參觀苗圃（認識花草等）、盧廉若公園、二
嚨喉公園和熊貓館（認識動物、植物等）、科
學館等本澳特色動、植物園林、場館資源區；
關注本澳相關的資源展覽信息並組織幼兒參觀。 

•                            5.認識非生物 
•                            5.1認識沙、石、土的主要特徵。 
•                             5.2感知水的特徵。 
•                              5.3認識空氣。 

 
 
 



 
• 6.氣候和季節現象 
• 6.1觀察和感受不同情形下的風的不同；結合澳門地域特點，
重點瞭解颱風現象。 

• 6.2觀察空中的雲及其運動和變化。 
• 6.3觀察並記錄晴天、陰天、雨天等不同的天氣現象。 
• 6.4觀察和探索冬天常見的天氣現象（冰、雪、霧、霜等），
夏天常見的天氣現象（雷雨、彩虹等）。 

• 6.5認識四季的名稱，觀察其變化，感受並瞭解各個季節的
典型特徵，包括常見的天氣、氣溫的變化，人類生活及動、
植物的變化等，初步瞭解季節變化和人類及動、植物的關係，
人如何適應季節變化等；重點瞭解本澳氣候和季節變化特點。 

• 7.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 7.1初步探索動、植物與環境的關係。 
• 7.2初步瞭解動、植物對大自然的貢獻，懂得人和自然環境
中的事物是朋友的關係，要保護保護動、植物資源，關注周
圍的環境的變化，懂得保護環境很重要。 
 





科學現象教學方法 
• 1.觀察認識活動 
• 教師要善用提問，儘量讓幼兒運用多種感官感知觀
察對象的各種屬性，按一定的順序觀察或者用比較
的方法觀察。 

• 2.實驗操作活動 
• 教師可按照“猜想——驗證——討論——總結”四個
環節來組織。 

• 3.科學遊戲活動 
• 教師用清楚、簡明的語言介紹遊戲規則和玩法後，
有序展開。 

• 4.科學小製作活動 
• 教師示範工具的使用方法，選擇蘊含淺顯科學知識
的小製作，可與自製玩具活動相結合。 
 



• 5.討論探究活動:是在幼兒的直接經驗或間接
經驗的基礎上的交流學習活動，教師多傾聽、
鼓勵和啓發，幼兒多交流、發問。 

• 6.種植飼養活動:種植和飼養的對像是容易照
顧、無傷害的常見植物和動物，教幼兒學會
基本的種植和飼養方法並堅持管理好，體驗
收穫的樂趣。 

• 7.利用本澳海洋、島嶼資源，組織親子遠足
或郊遊活動。 

 



觀察的類型 
 • （一）對個別物體的觀察:  是指對單個的物體（或一

類物體）、現象的觀察。是最基本的觀察類型。 
特點：重在把握觀察物件的外形特徵，如形狀、顏色 以
及光滑粗糙、軟硬 、氣味等特性，生活、生長習性  和
特點，物體的靜態與動態，物體存在與環境關係等。 
        通過這類觀察積累大量感性經驗，學習和掌握基本
的觀察方法和技能。學會從不同角度觀察物體。 
• （二）比較性觀察 
      是指同時觀察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物體並進行比較，以
找出物體間的異同點。這種觀察方法能説明幼兒較快發
現事物的特徵，利於幼兒分類能力發展和概念的形成。 
 比較性觀察要求選擇同類物體進行比較，既找物體的不
同點也要找出相同點。 

觀察時先選擇一些差異比較明顯的物體給幼兒觀察，逐
步發展到差異較小或差異細微的物體。 

 



（三）長期系統性觀察 
 

   

•  是指在一段時間內，持續不斷地觀察某種物體或現
象在質和量兩個方面的變化和發展並形成完整認識。 

•       主要用於觀察動物、植物的生長變化過程，以及

氣象的變化，以瞭解物體間的相互關係。長期系統
性觀察主要用於觀察動植物的生長過程，以及天氣
變化、季節更替。如蝌蚪變青蛙，蠶子變成蠶，再
變成蛹，最後變成蛾等，種子發芽生長過程等。 

•      幼兒的觀察活動與操作活動是結合在一起的，物

理化學現象中的如有趣的聲音、奇妙的磁鐵等都要
用到觀察方法。 

• 下麵是一個幼兒對樹的的觀察記錄 

 

 





實驗操作活動 
一、幼兒實驗活動的定義和作用 

•  是教師根據預想的目的或設計，利用一些材
料，通過 簡單的操作或演示，對周圍常見的
科學現象加以驗證的一種活動。 

•     特點：趣味性、遊戲性、操作的隨意性以
及內容的生活化。 

•     作用： 能培養幼兒探索科學的興趣；利於

幼兒理解粗淺的科學知識；培養幼兒解決問
題的能力和創造力。 

 



二、幼稚園實驗活動的組織與指導 
 • （一）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 

•    1.根據幼兒已有經驗，確定實驗內容選擇程式簡單、
容易操作、結果明顯、趣味性強的內容。 

•    2.做好預備性實驗，熟悉有關的知識和操作步驟 

•    3.準備足夠的實驗材料 

•   （1）根據實驗內容選擇適宜的材料，材料必須為實
現活動目標而服務。  材料可以分為探究材料、科技
活動材料如木工活動、編織活動、建築活動材料、還
有科學工具如測量用的觀察用的放大鏡、顯微鏡等。 

•  材料可以是成品的也可以是半成品的或者是自然材料。 

•    



（2）能引發幼兒探究興趣 
（3）可自由選擇，每人都有足夠的材料，種類齊全。 
（4）材料含有一定的科學因素 
（5）材料應是安全的且操作方便。 
• 4.設計好活動方案 
• （二）實驗活動過程的指導要點 
  1.介紹材料，交代要求，引起幼兒探究興趣 
  2.提出思考問題，讓幼兒嘗試，操作和發現 
  3.觀察幼兒，適時指導幼兒使用材料和工具 
  4.鼓勵幼兒進行多種方法的嘗試，允許幼兒出錯 
  5.注重操作與討論、交流相結合 

 



2.實施要點 
• (1)以操作活動作爲幼兒“數學與科學”學習的基本方法。 
• (2)創設生動有趣、挑戰性和啓發性的遊戲化教學情境。 
• (3)根據需要選擇適宜的集體、小組和個別等各種組織形
式。 

• (4)關注生活中的“數學和科學”學習元素。 
• (5)操作材料安全牢固、反復使用、簡單易操作，注重多
樣性、合作性和實用性。 

• (6)設置有多種解決方式的“數學和科學”問題，發展幼
兒的發散性思維。 

• (7)對處於不同發展水準的幼兒都給予認同，幫助他們進
一步明確問題、理清思路和反思自己的思維。 

• (8)交流在於集智，多提供同伴交流的平臺。 
• (9)允許幼兒用自己的方式概括經驗。 
• (10)懂得等待幼兒，給與他們更多糾正錯誤的時間。 

 
 
 



2.2對環境的要求 

• (1)為幼兒營造主動感知，大膽體驗、積極探索、
快樂合作、樂於分享的遊戲化學習氛圍。教師
應在理解幼兒言行的基礎上，給予鼓勵和支持，
使幼兒樂於參與數學活動。 

• (2)充分利用大自然、社區和家庭資源環境，幫
助幼兒將數學和科學的學習與現實生活密切聯
繫。 

• (3)提供簡明、特徵突出、數量適宜的操作材料，
數學和科學區的材料應與教育目標相一致。 

 



• (4)種植園地、動物飼養角應有明確的教育
目標。選擇容易種植的植物，如大蒜，讓幼
兒種植、觀察；選擇容易觀察和飼養的小動
物，如烏龜，讓幼兒飼養、觀察。 

• (5)在每份學具放置處，對應貼上與量有關
的標記，在方便幼兒參與活動的同時，幫助
幼兒識別標記，積累感知經驗。 

• (6)班級中應提供適量的、適宜幼兒閱讀的
數學和科普圖書，以及有關的圖片材料，並
與教育目標相配合，便於幼兒自己取放。 

 

 





2.3注意事項 
 • (1)玩中學：將學習轉化爲遊戲活動 

• 教師要善於將教育主題的目標和內容轉化爲遊
戲活動，滿足幼兒的需求，開發和利用幼兒感
興趣的事物和想要探究的問題，讓它們成爲幼
兒“數學與科學”學習的內容。 

• (2)做中學：在操作中積累感性經驗 
• 幫助幼兒在觀察、提問、設想、動手實驗、表
達、交流的探究活動中，親身經歷探究和發現
過程，獲得有關的經驗，獲得探究解決問題的
方法。 

• (3)想中學：重思維能力發展 
• 鼓勵幼兒獨立進行不同維度的感知和思考，鼓
勵幼兒在探索中發現問題，大膽提出問題，並
嘗試解決問題。 



(4)試中學：在試誤中成長 

教師應給幼兒充分的自由嘗試的機會，鼓勵幼兒大
膽猜測、探索、驗證和討論，引導幼兒主動獲得更
有意義的有價值的經驗。 

(5)用中學：“數學與科學”的學習回歸幼兒生活 

幼兒園“數學與科學”教育的知識學習應貼近幼兒
的生活經驗，只有這樣，幼兒才能積極主動地去探
究，才能發現和感覺到周圍世界的神奇，體驗和領
悟到“數學與科學”就在自己身邊，才能保持強烈
的對周圍生活中“數學與科學”問題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 

 

 



3.評核 
 3.1幼兒 

• 3.1.1數學 
• (1)對周圍環境中事物的數量、形狀、時間和空
間等感興趣，有好奇心和求知欲，喜歡參加數
學活動和遊戲。 

• (2)能從生活和遊戲中感受事物的數量關係，包
括數、形、量、時間和空間、邏輯。 

• (3)學習用簡單的數學方法，解決生活和遊戲中
某些簡單的問題，能用適當的方式表達、交流
操作和探索問題的過程和結果； 

• (4)遵守數學活動（或遊戲）規則，能正確拿取、
擺放、整理、操作材料，有良好的學習習慣。 
 



3.1.2科學 
 • 科學態度 

(1)關注身邊自然事物或自然現象，並有好奇心
和探究興趣。 

(2)愛護動植物，關心周圍環境，親近大自然，
有初步的環保意識。 

(3)樂於在活動中與同伴合作，喜歡分享和交流。 

(4)知道常見的科技產品及其生活中的運用。 

 



• 科學技能 

(1)能運用各種感官，動手動腦探究問題。 

(2)掌握觀察的基本方法。 

(3)能用簡單的方法統計、記錄探究和變化的
過程。 

(4)能對一些常見物品和材料進行比較、分析、
抽象和概括。 

(5)能運用適當的方式表達、交流探索的過程
和結果。 

(6)能大膽提出新問題、新想法。 

 



 
 

科學現象 
 • (1)能說出常見動、植物的生活習性及主要

特徵，知道動、植物是多種多樣的。 

• (2)初步知道動、植物和環境之間的關係。 

• (3)能說出非生物（沙、石、土、水、空氣
等）的主要特徵及對自己生活的重要性。 

• (4)知道常見氣候與季節現象。 

• (5)初步懂得生活中常見的物理、化學現象
和天文現象的科學道理。 

 

 



 
3.2教師 

 
 

(1)熱愛大自然，有好奇心與探究精神，有廣博的“數
學與科學”領域知識和嚴謹的科學態度。 
(2)熟悉“數學與科學”領域基本教學方法，有編寫教
案、備課、製作教具（學具）和實施教學活動、反思
教學過程的能力。 
(3)具有一定的觀察能力，深入瞭解幼兒思維發展水準、
知識經驗及個體差異，並給予適宜的指導。 
(4)能和幼兒一起創設“數學與科學”領域學習的環境
和區角。 
(5)能自覺運用評核工具和“幼兒教育基本學力要求”
的內容評核幼兒，促進每個幼兒全面而富有個性地發
展。 

 
 
 
 



 
         
 
 
 
 
 
 

 數學與科學領域活動 
幼兒的年齡特點 

 

 

 

•       



 
幼兒的年齡特點（3-4歲）  

• 數學︰ 
• 1.屬直覺行動思維，對數量的認識屬動作感知階段。 
• 2.要借助於手、實物才能正確地計數。 
• 3.能做到手口互相配合協調地點數5個以下的實物，能對10以內
的實物進行口頭計數。 

• 4.對大小、多少、輕重等屬性有初步的感知。 
• 5.以自己或客體為中心辨別上下，開始學習辨別內外。 
• 6.能認識簡單的單一圖形，如三角形、圓形和正方形，會根據物
體的形狀不同分辨並指認。 

• 科學︰ 
• 1.對常喜歡、熟悉、可反覆操作的事物更容易表現出關注與探究
的興趣。 

• 2.喜歡用手觸摸事物，依賴手的感知與操作探究。 
• 3.視角很小，難以按一定的順序對事物的結構和特點進行有序觀
察。 

• 4.探究紀錄具有較強的直觀性，但無意於紀錄與表達。 
• 5.喜歡獨自操作或觀察，同伴之間少有交流。 

 



3至4岁 
• 科學︰ 
• 1. 對常喜歡、熟悉、可反覆操作的事物更容
易表現出關注與探究的興趣。 

• 2. 喜歡用手觸摸事物，依賴手的感知與操作
探究。 

• 3. 視角很小，難以按一定的順序對事物的結
構和特點進行有序觀察。 

• 4. 探究紀錄具有較強的直觀性，但無意於紀
錄與表達。 

• 5. 喜歡獨自操作或觀察，同伴之間少有交流。 
 



 
4至5歲 

 
• 數學︰ 
• 1. 思維以具體形象爲主，喜愛直觀形象的圖片。 
• 2. 處於數詞和物體數量間建立聯繫的階段，能夠在
點數出實物之後說出總數，有最初數群（集）概念，
並能按成人說出的數詞取相應數量的物體。 

• 3. 逐漸認識數與數之間的關係，如4比3多1、4比5
少1等。 

• 4. 認識序數“第幾”和前後順序，開始有簡單的分
類能力。 

• 5. 能感知長方形、橢圓形和半圓形等平面圖形的基
本特徵，能逐步不受圖形的擺放位置和圖形大小的
影響，正確的辨認出圖形的形狀，能夠理解圖形之
間的簡單關係。 

• 6. 學習以自己或客體為中心辨別前後。 
 



• 科學︰ 
• 1. 喜歡觀察特徵明顯、多元、有變化且有趣的事物
與現象。 

• 2. 渴望瞭解事物的用途、結構、功能、屬性、特徵
和變化等。 

• 3. 遇到困難時容易放棄或模仿同伴成功的操作。 
• 4. 夠圍繞問題進行整體有序觀察或兩兩比較探究。 
• 5. 常呈現自主試誤式探究，對事物間複雜關係的觀
察與認識還較困難。 

• 6. 看到什麽就記錄什麽，常常主次不分，較難抓住
關鍵資訊。 

• 7. 能夠掌握一個特徵的兩至四種材料，或兩個特徵
的一至兩種材料的表格式記錄方法。 

• 8. 有自己的探究記錄過程，表達交流趨向活躍，幼
兒之間交流語言簡潔豐富、表情自然生動。 
 



5至6歲 
• 數學︰ 
• 1. 處於數運算初期階段，開始從實物圖片階段向抽象
的數位運算過渡，可以不完全依靠直觀感知理解數量關
係，並在一定抽象水準上掌握10以內數的組成及加減運
算。 

• 2. 對“第幾”的序數概念認識比較穩定和清晰。 
• 3. 能比較清晰地辨認自己的左右方向。 
• 4. 能理解數量的“守恆”現象，如物體在長度、面積、
容積等方面的守恆。 

• 5. 能夠説出梯形、平行四邊形和多邊形等平面圖形的
特徵，還能在一定的抽象水準上概括圖形之間的關係。 

• 6. 能感知球體、圓柱體、正方體和長方體等立體圖形，
並說出其名稱。 
 



科學︰ 
 • 1.對有一定挑戰性的內容或問題表現出探究

興趣，喜歡關注事物的變化、奇特的現象，
以及事物的細節特點與功用等。 

• 2.能通過收集與交流資訊來拓展探究的範圍
與內容。 

• 3.能遷移已有經驗來設想當前的事物與研究
的問題。 

 



4.成人支持下，能展開持續性的探究活動，對
所研究的問題或觀察到的事物、現象進行簡
單的推理，解決問題或發現事物明顯的規律
與關係，建構前科學概念。 

5.樂意嘗試多元化、個性化的記錄與表達方式。 

6.喜歡自己寫或請成人幫忙用簡單的文字來記
錄和說明，以使記錄圖文並茂，更便於閱讀
與交流。 

7.經常會邊探究邊交流討論，甚至還會出現爭
論與協商。 

 

 



如何設計一節數學與科學活動 

• 首先合理設計活動動目標。 

• 一是適合本年齡段幼兒的年齡特點； 

• 二是要具體、有可操作性； 

• 三是概念敘述要準確； 

• 四是注在重知識目標的培養的同時也關注
能力、態度、情感及價值觀的培養。 

 



二、活動準備要充分並有有可操作性 

•   教具的準備，材料的提供。 

三、重視教學過程 

   教學過程要重視科學探究活動，讓孩子參與
其中，正確處理教師主導與幼兒主體之間的關
係，活動過程要為目標服務。 

教師的教學語言、活動的組織過程要嚴謹、科
學。 

 

 



• 數學與科學活動本身是一門比較嚴謹的學科，它
不像語言、音樂活動可以誇大、大膽想像。其宗
旨是讓幼兒學習粗淺的科學知識，知道簡單的科
學道理。幼兒正處於萌芽階段，對自己通過操作、
探索出的科學現像是記憶深刻的，甚至會影響孩
子的一生，教師一定要謹慎 

• 四、結束部分要有可檢視孩子學習情況的活動或
者教師對本次活動的總結。語言乾淨俐落，邏輯
性強。 

     延伸活動根據教學需要而定，可有可無。 

 

 



教學案例（數學） 
主題：跟動物做朋友 

活動名稱：排排樂 

執教老師濠江中學附屬幼稚園梁玉冰（一年
级） 

活動目標： 

1.能大膽回應教師的提問； 

2.感知圖案中有規律的排序現象； 

3.會按ABABAB的規律將物品進行排序 

活動過程： 

 

 

 



 
一、創設情景，初步感知排序規律 

  
1.教師播放ppt課件，幼兒初步感知ABABAB的排序規律。 
• 在“小動物車站”裡，小動物們排好隊準備上巴士了。
請幼兒看一看，想一想，説一説，小動物們是怎麼排
隊的？ 

• 教師提問： 
• （1）巴士車站裡有哪些小動物？它們是怎麼排隊的？
請幼兒自由回答。 

•     啟發幼兒觀察並説出小狗和小貓交替排序的規律。 
• （2）教師小結：小動物們是按照小狗、小貓、小狗、
小貓、小狗、小貓……交替排序的規律來排隊。 

2.請幼兒嘗試按照ABABAB的規律繼續幫助小動物們排隊。 
• 教師請幼兒想一想，説一説，試一試，接著往下排。 
 

 



 
二、互動遊戲，再次感知排序規律 

  
1.教師播放ppt課件的圖片，幼兒再次感知
ABABAB排序規律。 
• 教師逐一揭示圖片，請幼兒觀察圖 
• 教師提問：有哪些小朋友來排隊？他們是怎麼
排隊的？請幼兒觀察並回答。 

2.幼兒互動遊戲：猜一猜，排一排，嘗試按照男
孩子和女孩子交替排序的規律接著往下排。 
• 師生共同小結：小朋友們是按照男孩、女孩、
男孩、女孩、男孩、女孩……交替排序的規律
來排隊。 
 



 
三、分組操作，鞏固排序經驗 

 1.教師介紹三組材料和操作任務： 
• （1）將兩種顏色的塑膠積木按照ABABAB的規律
進行排序； 

• （2）將各種不同顏色的塑膠軟管按照ABABAB的
規律製作項鏈； 

• （3）按照ABABAB規律完成紙張塗色遊戲單。 
2.請幼兒根據自己的興趣，自主選擇材料分組開展
活動，教師巡迴指導。 
3.幼兒嘗試交流自己排序的方式。 
• 運用照片重播的形式請幼兒分享自己排序的規
律，教師鼓勵幼兒大膽講述自己的排序規律。 
 
 



四、遊戲活動，運用排序經驗 
 • 遊戲活動：開火車。教師請幼兒自己創編排序

規律（男孩女孩交替、高矮交替等等）排隊上
“火車”，玩“開火車”的遊戲離開課室。 

• 活動自然結束。 

• 本次活動代表濠幼參加2011/2012學年幼兒園
聯銷觀課活動，有不少亮點，其中最值得肯定
的是在教學方法關注幼兒年齡特點，重操作和
遊戲。 

 



• 《幼兒教育基本學力要求》強調“善 
用幼兒的好奇心和生活經驗，促進其主 
動學習”，倡導“以遊戲位基本的學習 
活動方式”。因此在本次教學活動設計 
中，通過創設“給小動物排隊”的遊戲 
情景，在簡單、輕鬆的遊戲中，將“排 
序”這一數學知識變成具體形象的事物， 
讓幼兒在感知按ABABAB規律排序的基礎 
上，自主地探索材料，觀察規律，找到 
規律，並嘗試運用該規律，分層練習， 
將不同的物品進行有規律的排序。 



•  在材料投放的設計中，梁老師大膽嘗試投放難易
程度不同的結構性材料，其中包括實物材料（塑
膠花片、項鏈）、圖片材料（塗色作業單），並
且請幼兒根據自己的興趣自主選擇材料，完成操
作活動，整個活動遊戲氛圍非常濃厚。在梁老師
的巧妙引導下，最後的“坐火車”的遊戲活動中，
孩子們在感知“按照ABABAB規律排序”的基礎
上，創造出了“AABBAABBAABB”的新的排序方式，
當三位參與互動遊戲的女老師站在隊伍裏面去的
時候，孩子們發現了問題並進行糾錯，說“她不
能站到隊伍裏面去，因為只能是兩個‘女孩
子’。”生動的童言趣語和真實的學習狀態將整
個教學活動推向了高潮。 



建議： 
•               

•            教學永遠是個遺憾的藝術”。本次活動 就 

•          幼兒班開展“分組教學”和“材料分層”  的組 

•             織方式進行了大膽嘗試。在前面兩次試教的活 

•             動中，因為第三組“給圖片塗色”都感覺效果 

•            不錯，所以第三次正式展示的時候沒有投放已 

•            經準備好的範本供幼兒參考，但是忽略了本班 

•             幼兒前期學習經驗中，缺乏“塗色活動”的學 

•             習經驗，對塗色遊戲的方法不熟悉，而排序經  

•               驗也是新的，難度偏大，因此，影響了一部分 

•                孩子完成按規律塗色的質量，有待在下次活 

•                  動中改進。 

 



教學案例（科學） 
• 主題名稱：澳門是我家 

• 活動名稱：旋轉的荷花 

• 活動目標：1.樂意探究荷花旋轉的秘密，
體驗自製玩具的成功感。 

• 2.初步感知水的流動可以減少物體運動阻
力的現象。 

• 3.會用較完整的語言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
果，填寫簡單的實驗記錄表。 

 



• 活動準備：1.知識經驗準備 
• （1）幼兒已有對“水的流動性”和“物體運
動阻力（摩擦力）”的感性認識。 

• （2）幼兒會填寫簡單的實驗記錄表。 
• 2.物質材料準備 
• “荷花”（廢舊乒乓球製作）、塑膠墊板、清
水、膠水、萬字夾、記錄表、記錄筆等。 

• 重難點分析重點：能完成“荷花旋轉”實驗活
動（猜想、實驗、記錄和結論）。 

• 難點：能夠初步理解“水的流動可以減少物體
運動阻力（摩擦力），讓荷花旋轉更快”的科
學原理。 
 



活動過程 
 

一、看一看，猜一猜 
1.教師表演兩個小魔術，激發幼兒興趣，請幼兒
觀察比較兩個魔術有什麼地方不一樣？想一想
“荷花”為什麼會旋轉？ 
魔術一：不旋轉的“荷花” 
魔術二：旋轉的“荷花” 
2.請個別幼兒模仿老師的動作，嘗試變一變魔術。 
3.幼兒猜想“荷花”旋轉的秘密。教師鼓勵幼兒
大膽說出自己的猜想。 
二、想一想，做一做 
1.教師介紹實驗材料及記錄表。 
2.幼兒根據自己的猜想取材料做實驗。 
3.幼兒做實驗，教師巡迴輔導，提醒幼兒把觀察
到的現象和過程記錄在實驗記錄表中。 

 
 



• 三、比一比，說一說 

• 1.幼兒分組交流自己實驗的過程和結果，説説哪些材料
可以使荷花轉起來？ 

• 請幼兒結合自己的實驗記錄表，用較完整的語言口述觀
察的過程及結果。 

• 2.請個別幼兒展示自己成功實驗的經驗，表演魔術“旋
轉荷花”。 

• 3.師生共同小結： 

• （1）可以讓“荷花”旋轉的材料有：清水、膠水。 

• （2）荷花旋轉的秘密：因為在塑膠墊板上面加了水滴後，
減少了“荷花”在塑膠墊板上運動的阻力（摩擦力），
因此，“荷花”就會很快旋轉；膠水因為有粘性，所以，
“荷花”旋轉的速度就會慢一些。 

 



• 四、玩一玩，笑一笑 

• 請幼兒再次玩魔術“旋轉的荷花”，建議
幼兒可以嘗試在塑膠墊板上多放幾朵荷花，
看看會發生什麼現象，反覆遊戲，體驗自
製玩具的成功感。 

• 師生共同收拾材料，活動自然結束。 

 

 

 

 



• 幼高班科學活動《旋轉的荷花》從研發到執
教歷經了整整兩周，凝聚了很多參與研發老
師的心血。為了保證知識經驗的科學性，還
請教了濠江中學物理老師以及教育暨青年局
的余巍老師，反覆商榷，教案才定稿。從活
動的現場組織來看，非常成功，孩子門開心
的旋轉朵朵荷花，感知科學現象的同時，享
受著自製玩具的快樂和成功感。 



孩子們是天生的科學家。“旋轉的荷花”其背
後的原理是高深的“伯努利定律(Bernoulli's 
principle)”，簡單地說: 當液體流動時, 流速越大, 
壓力越小。壓力小了導致液體裡(或上)的固體
阻力小了。當液體流動時, 搖動板子令水的流
速加大, 因而令荷花在水裡的阻力小了.所以荷
花旋轉起來了。 

 



• 在設計這節課中，老師們最為難的是如何將複雜高深
的科學知識做簡化處理，讓5——6嵗的孩子們能夠直
觀的理解和體驗。經過反覆思考，老師想用“摩擦力”
和“阻力”來解釋”荷花“旋轉背後的科學現象。沒
有料到的是課堂上，當老師問到“荷花為什麼會旋
轉？”，有個男孩子回答説“因為清水很滑。”，四
個字“清水好滑”輕鬆化解了連日來我們這群大人苦
思冥想找到的答案：清水好滑，荷花才會轉動嘛。 

• 為每位參與“旋轉的荷花”研發老師的敬業精神鼓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