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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幼儿园，不难发现，书架上
摆放着许多不同主题和内容的绘
本，但在大部分幼儿园的阅读区中，
多以故事类、情感类的绘本为主，阅
读区的活动也多以阅读、讲述、表演
等形式进行。

与这些幼儿园不同的是，浒山
实幼阅读区中，科学绘本占据了书
架的主导地位。

据了解，自2013年建园以来，
幼儿园就致力于绘本阅读的开展和
研究，成立了绘本借阅室，开展绘本
漂流等活动。但他们发现，科学类绘
本常常出现无人问津的情况。

面对这一困惑，该园开展了一
次科学绘本阅读情况的调查。结

果显示，在幼儿园中，科学绘本投
放量占比在 11.5%-15.6%之间，
数量较少；幼儿自主选择科学绘
本阅读的概率为 13.2%，选择率
低；以“科学绘本”为主题,在知网
数据库进行检索,搜索到有关文
献仅33篇，开展科学绘本的研究
成果较少。

为此，幼儿园针对幼儿对科
学绘本“不爱读、不会读、不常读”
的现象，开展了为期六年的科学
绘本专项研究。其中历经三轮修
改，最终探索出了科学绘本阅读
新模式，生态类、观测类、实验类、
创客类等四类项目化阅读模式应
运而生。

浒山街道实验幼儿园项目化阅读新模式走出新路子

阅读和活动相结合
让科学绘本走入生活

“影子真是太有趣了，一下变得很

大，一下变得很小。”

“影子还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呢！”

“只是长得黑黑的有点可怕。”

近日，慈溪市浒山街道实验幼儿园

掀起了一波“绘本热”，阅读区中的幼儿

们正围绕着一本名为《我的小影子》的

科学绘本热烈讨论着。近年来，绘本以

有趣、新颖、易懂的特点，对孩子阅读启

蒙有着一定帮助，从而逐渐受到家长、

老师们关注，那么该如何最大程度使用

好绘本这个工具书？慈溪市浒山街道实

验幼儿园的教研团队细心研究，走出了

一条“新路子”。

慈溪市浒山街道实验幼儿园
围绕“科学绘本”进行了长期深入
的研究，通过不断学习与实践，逐
渐探索出科学绘本阅读的新方式，
该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
践创新意义：

首先，立足“真实问题”，引发
深度学习。问题是项目化活动生成
的核心点，该研究立足幼儿面临的

“真实问题”，激发幼儿探究兴趣、
调动幼儿已有经验，围绕问题做有
价值的事情，并迁移已有经验，发
生持续的深度学习，培养积极主
动、认真专注、敢于探究和尝试、乐
于想象和创造等良好的学习品质。

其次，基于绘本发现问题，进
行项目化探索。科学绘本一方面蕴
含着丰富的发展价值，另一方面涉
及的科学知识相对抽象、深奥。其
价值的挖掘与实现，需要教师将间
接知识转化为幼儿直接经验。该研
究以幼儿阅读绘本发现问题为起
点，生成项目化的探究活动，最大
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
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
验的需要。

最后，探索形成科学绘本项目
化阅读的新模式。该研究探索将静
态、抽象的科学绘本转化为幼儿感
知、体验、操作式的科学探究活动，
将片面、表面的科学绘本知识学习
生成为系统、深入的项目活动，并
由此形成科学绘本项目化阅读的
新模式：即围绕“善探究、善表达、
善交往、善创造”目标，凝练出项目
化阅读“养护式、观测式、实验式、
创客式”的实施模式。该模式不仅
能作为科学绘本项目化的模式，也
可为其他资源生成项目活动提供
借鉴与参考。

科学绘本亲子阅读
数量有了显著提升

“项目化阅读主要体现在
了两方面的‘新’。一方面我们
围绕科学绘本开展了一系列
活动，激发孩子阅读和探究的
兴趣。另一方面，让孩子们通
过提出问题、制定方案、解决
问题这样循环的模式来进行
项目化阅读，获得跨领域的综
合知识、经验和能力。”浒山街
道实验幼儿园园长吴婷表示，
此举打破了科学绘本阅读中
静态的、抽象的、途径单一的
局面，如动植物养护、自然现
象观测、物质实验发现、科技
产品制作等活动的开展深受
孩子喜爱。

从图书室绘本借阅量的
统计中不难看出，幼儿科学绘
本亲子阅读数量有显著提升。
同时，科学绘本阅读的阵地从
幼儿园扩大到家庭共读、社区
领读，家家都有“宝宝书架”，
班班都有“童声记忆”，人人都
有“最爱书目”。

最主要的是，幼儿在亲历
动植物养护、自然现象观测、
物质实验发现、科技产品制作
等活动后，能积极主动地参与
到科学探究中，除了不怕失
败，敢于质疑，勇于挑战，更具
备有一定的科学探索素养，实
验、测量、制作等探究能力也
比较突出。

浒山街道实验幼儿园将
科学绘本与项目活动有机地
结合起来，探索出了科学绘本
阅读的新模式，打开了科学绘
本项目化阅读的新局面，原先
对科学绘本的“不爱读、不会
读、不常读”现象得到了改善，
提升了孩子们对科学绘本的
阅读兴趣和科学探究的兴趣。

自从自然角里养了蜗牛，幼儿
们对《蜗牛的日记》这本绘本就爱
不释手。走进大一班，孩子们正兴
致勃勃地围绕绘本展开讨论。

“这个蜗牛怎么会拉红色的
大便？”

“它真的会生那么多蛋宝宝
吗？”

……
看到孩子们通过阅读绘本对

蜗牛产生这么多疑问，老师便让孩
子们把自己的问题用绘画方式记
录，并交流讨论。最终筛选出核心
问题——蜗牛怎么养。

为了让孩子充分了解蜗牛生
长习性，在家长帮助下，孩子们参
访亲子蜗牛养殖基地。

在参访前，孩子们会再次阅
读《蜗牛日记》，并参照绘本中的
内容设计参访表格，明确不同幼
儿有不同的参访任务。比如，有的
幼儿了解蜗牛的饮食，有的观察
蜗牛的居住地点，有的观察蜗牛
的外形特点，独立或在家长协助
下进行记录。

参观过后，幼儿们对养护蜗牛

又有了新认识，原先一本绘本已经
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于是，孩
子们又搜集了蜗牛主题的其他绘
本，如《蜗牛和乌龟》《一百只蜗牛
去旅行》《蜗牛去漫游》等，幼儿们
从绘本中找到了更多有关蜗牛生
活习性以及蜗牛养殖的知识和内
容。

接下来便是实践环节，经过一
段时间饲养，孩子们对蜗牛有了更
多认识，对绘本内容也有了更直观
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幼儿自编养
护手册和自制绘本，向家长或其他
班的幼儿进行科普宣讲。

这既是活动的高潮，也是幼儿
经验的重新回顾和梳理，更是对生
态类项目阅读《蜗牛的日记》这本
科学绘本的补充。

除了生态类，观测类项目阅读
利用“观因、观形、观量、观影响”来
观察、测量有关地球空间、自然变
化的内容，并用童画来记录；实验
类项目阅读用多次实验来验证猜
想，注重“实验”与“表达”；创客类
项目阅读以制作和改造产品为目
的，创造性地开展制造活动。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林涵茜 通讯员 吴婷 张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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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科学绘本受冷落？
探索阅读新模式

B 蜗牛怎么养？
围绕绘本展开研究

▲

老师和学生
一起阅读绘本。

孩子们根据科学绘本孩子们根据科学绘本
话题动手实践话题动手实践。。

孩子们在室外探究实践孩子们在室外探究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