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降落伞科学主题活动的观察和实施



设计《降落伞》科学主题活动的原因：

源于幼儿日常的经验积累

源于主题活动开展的延续性

课程内容的可行性

                         读懂儿童首先需
要学会观察   



一、观察游戏、把握经验

观察目的：了解幼儿降落伞游戏水平

观察内容：

    游戏动作、游戏情节、游的时长、社会性
交往等。

观察方法：自然情境下的观察





观察结果：

              兴趣高、意愿强；

              科学探究能力弱；

             有初步的降落伞结构意识。

  



二、提供材料、归纳玩法

观察目的：

    在与区角新材料的互动中，了解幼儿呈现
的不同游戏水平

观察内容：游戏动作、情节、语言、同伴互
动等。







教育措施：投放桌子和椅子。





三、定点观察、面向全体







兴趣：

   100%的幼儿对降落伞实验感兴趣，在活动过程中，
能够主动参与到与材料的互动中。

能力：游戏完成度：90%没有完成

               科学探究方法:1/3没有考虑高度

               记录表填写：1/2不会写

知识：能感知伞面和重物对降落伞的影响。



总结：这节活动体量过大，难度偏高。

教育措施：

1、从集体教学到区角游戏。

2、分组活动的个别化学习方式。



四、在实际操作中观察反思

幼儿真的会了吗？

《指南》：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直接感知。

   培养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幼
儿创造力的体现。







结果：

85%的幼儿使用了2种或2种以上的设计方法；

90%的幼儿注意到了高度和时间的问题。



五、迁移结果，设计教学。

不会系鞋带？

降落伞怎么下降得慢



思考：教师的角色

• 观察者

• 支持者

• 研究者

• 创设者

设计者 • 观察者

• …………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