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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的预热：由小小水瓶引发的兴趣

在中班区域活动中，教师投放了矿泉水瓶、吸
管、漏斗、勺子等材料，孩子们用这些工具装水、吸
水、喷水，玩得不亦乐乎。经观察发现，孩子们似乎
对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更感兴趣。

乐乐兴奋地说道：“老师，我玩过瓶盖上有洞
的瓶子，可以喷水。”男孩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

我顺势引导发问：“那瓶子上可以打洞吗？该
怎么打？”

如何在瓶子上打洞的问题，引发了孩子们讨
论，有的说用剪刀戳，有的说用榔头敲，还有的想
到用木工坊里的钉子来帮忙。经再三思考，孩子们
决定用木工坊的钉子和榔头来打洞。

说干就干，孩子们在老师的帮助下，轮流戴上
手套，拿起榔头，成功打出了小洞。孩子们很是兴
奋，自己动手可比老师给一个现成的打了洞的瓶
子有趣得多。孩子们那洋溢着喜悦的神情告诉我，
自己动手更能唤醒孩子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想要
解决问题的探究欲望。

旅程的开始：区域游戏中的新发现

发现1：当瓶内水位线低于洞口，水柱停止喷射
在区角活动期间，彬彬拿了一个矿泉水瓶（瓶

身上有一个洞、没瓶盖），把这个瓶子放进装满水
的脸盆里，然后拿起已经灌满水的瓶子，水柱一下
子从洞口喷出来。这时，有些孩子第一反应就是去
堵住水。他们有的用瓶盖去堵没堵住；有的用手指
去堵但水还是从旁边流出来；还有的用瓶盖去接
水……当瓶内水位线下降至洞口水平线以下后，
彬彬手中的水瓶就不再喷水了。而一旁的乐乐却
大声嚷嚷起来：“老师，我的水瓶还在喷水，你看，
还有水。”原来乐乐手上拿到的瓶子是瓶身上戳了
两个洞（两个洞没在同一水平线上、没瓶盖）的瓶
子。孩子们纷纷好奇地问道：“为什么还有一个洞
在喷水呢？”这时，教师适时追问：“是的，请你仔细
观察瓶子上有几个洞洞，还在喷水的是哪一个洞？
想一想为什么？”而当瓶内水位线到达最二个洞口
的时候水也不流了。

发现2：水柱射程的远近与水量的多少有关
这边，彬彬已再次用水龙头将瓶子装满水，水

又不停地从洞口喷出来。他把瓶盖放在水池里，去
接洞口喷出的水流。一开始，水喷得比较远，渐渐
地，瓶子里的水越来越少，水喷得越来越慢，越来
越少，瓶盖接水的位置离瓶身也越来越近，就这
样，他不厌其烦地尝试着。

旅途的持续：集体活动带来新探究

孩子们对于瓶子喷水游戏充满了好奇与兴
趣，但如何将其零散、粗浅的经验转化并将游戏材
料所隐含的教育价值最大化，于是，我们进行了科
学集体教学活动《喷水游戏》。

活动中，我们给每个幼儿提供了两个瓶子：第
一种是瓶身上戳一个洞，第二种是瓶身上戳了两
个洞（同一水平线上下的两个洞）的瓶子。

1.探究瓶身上一个洞且无盖瓶子的喷水现象
当第一种瓶子注满水，水柱从小洞里喷射而

出的时候，有人冒出一句“哈哈，好像男孩子尿尿
啊，真好玩。”孩子们都被逗乐了，哈哈大笑，待教室
里恢复平静，我们继续探究。通过仔细观察、反复操
作，幼儿感知到一个洞的瓶子随着水位线的下降，
洞洞里的水会由远及近地喷射，直至停止喷水。

2.探究瓶身上两个洞且无盖的瓶子喷水现象
教师出示第二种瓶子，请幼儿猜测瓶内灌满

水后，2个洞谁喷得远，谁喷得近。孩子们通过猜想
—记录—观察—交流与分享，最终得出结论：水位
线距离洞口越远，水柱就喷射得远。认识到水位线

玩水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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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幼儿最喜爱的活动，对幼儿的成长与发展有着独特的价
值与意义。而科学探究中的游戏不仅仅是单纯的游戏，它为探究创
设情境并为探究服务。本文以中班幼儿探秘瓶子游戏为背景，聚焦
幼儿科学游戏的实践，打造科学游戏化的教学环境，开拓幼儿的思
维，提升其科学素养。

高度与水柱喷射距离之间的关系，主动建构新经验。
那么，探究活动就此戛然而止了吗？伴随着教师

抛出的悬念——“如果水瓶盖上盖子又会发现什么
秘密呢？”而结束，却又激发了幼儿再一次探究的兴
趣。为了确保幼儿能够充分地进行探究，我们在区域
里有目的的投放了瓶盖和活动中的两种瓶子，供幼
儿继续探究实验，并请幼儿在操作后将观察到的现
象记录下来。

水越来越少时，水柱射得近。
上面的洞，水柱射得近；下面的洞，水柱射得远。

旅程的深入：区域游戏中的再延伸

1.探究瓶身上一个洞的瓶子的喷水现象
次日区域活动时间，乐乐又玩起了瓶子游戏。

“咦，瓶子不漏水了，好神奇呀。”乐乐给一个洞的瓶
子盖上瓶盖，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跑来告诉我。“为
什么盖上盖子，洞口就不喷水了呢？”他好奇地捧着瓶
子观察、找答案，突然，他不小心捏了一下瓶子，水又
从洞口喷了出来。于是，乐乐兴奋地继续用力挤压瓶
子，并且对准脸盆喷水。在这个过程中，我观察到乐乐
由无意行为生成了有价值的探索，引发了新的认知冲
突。他不仅发现了盖上瓶盖后洞口就喷不出水的现
象，还找到了让瓶子继续喷水的方法，并且能让水喷
得很有力、很远。这让乐乐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到了
越用力挤压，水压越大，水柱越大，水也喷得越远。

2.探究瓶身上两个洞的瓶子的喷水现象
嘉圆兴冲冲地跑过来告诉我：“老师，我盖上了

盖子，上面的洞不喷水了，下面的洞还在喷水。”“你
的瓶子有几个洞？和乐乐的瓶子一样吗？洞的位置怎
么样？”教师引导幼儿发现瓶身上洞的数量、位置直
接关系到是否喷水的现象。诗茹凑过来好奇地问：

“下面这个洞口怎么还在喷水？”她用手指堵住下面
的洞口，接着用力一捏瓶子，水又从瓶子上面那个洞
口喷了出来。她很好奇也很兴奋，用力捏着瓶子，直
到把水全部喷完。

凭借他人操作中获得的经验，很多幼儿认定只
要盖上瓶盖，两个洞肯定都不会喷水了。可是，事实
超出了幼儿的猜测，引发了他的认知冲突，再次激发
了幼儿探究的欲望：“有两个洞的瓶子盖上盖子，上
面的洞口不喷水了，下面的洞口还在喷水，是什么原
因呢？”为了找到答案，孩子们不停地观察着瓶子上
的洞，猜测这一结果是否与洞的大小有关，即“是不
是下面的洞比上面的洞大，所以下面的洞还在喷
水”，据此进一步实验，看看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

戳了一个洞的瓶子盖上瓶盖后停止喷水。
戳了两个洞的瓶子盖上瓶盖后，上面的洞口停

止喷水，下面的洞口持续喷射。

旅程的感悟：你的游戏我的收获

1.不断支持幼儿引向持续探究
教师将打有洞的瓶盖以及戳有一个洞、两个洞

的瓶子继续开展探究活动。孩子们会惊奇地发现：盖
上瓶盖，瓶子上的每一个洞都在喷水。从而引导幼儿
发现瓶盖上有洞与没有瓶盖产生的现象一致。瓶子
游戏到此为止了吗？如果瓶身上打三个洞呢？又或是
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的洞呢？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将探究活动引向深入，这一
过程中，教师带领孩子们反复尝试，积极探究解决问
题，不轻易放弃，帮助其建构前科学概念。

2.科学实验注重严谨性与操作性
第一，科学活动相比于其他学科领域相对而言

比较严谨。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导致实验结果的不同。
在第一次探究实验中，教师只强调了注意把水瓶灌
满而忽略了应该把瓶子拿直的要求，导致有些孩子
没法得出正确实验结果。

第二，实验材料需反复推敲，洞的位置和大小都
直接关系到实验的结果。如若洞开的太大会导致出
水量太大、太快，不便于幼儿观察。另外，考虑到实验
材料应具备合理性与适恰性的特点，经反复试验发
现；两个洞间距设置在5厘米左右较为合适，并且第
一洞不能离瓶口太近，在距离瓶口的三分之二处打
第一个洞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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