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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绘本是幼儿园重要的教育资源，科学教育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内容。采用测量法、观察法与访谈法，通过问题链引导式

绘本阅读，萌发科学探索兴趣；开展融合式集体教育活动，丰富科学知识与经验；构建区域科学活动环境，体验自主探究过程等

举措，进行依托主题绘本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实践探索。结果表明：丰富的科学绘本资源，生活化、游戏化、情境化的科学活动

环境，能够提高幼儿科学探究兴趣、引发幼儿主动探究，丰富幼儿的科学认知，增强幼儿的问题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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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Developing Kindergarten Science Educa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Pictur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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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icture book i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resource in kindergarten，and scienc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kinder⁃
garten education. The the practice exploration of kindergarten science education activity based on the theme picture book has been car⁃
ried on by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measurement，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developing the problem-chain-guided picture book read⁃
ing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developing the integrated collective education to enrich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constructing the environment of regional scientific activities，and experiencing the independent inquiry process and so 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rich resources of science picture books，life-oriented，play-oriented and contextualized environment of science
activities can enhance children’s interest in scientific exploration，arouse children’s active exploration，enrich children’s scientific
cognition and enhance the problem-solving ability of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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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幼儿科学教育是全民科学教育体系的起始

阶段和基础环节，对幼儿实施科学教育既是社会

进步的要求，亦是幼儿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1］。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

要》）指出：“幼儿的科学教育是科学启蒙教育，重

在激发幼儿的认识兴趣和探究欲望。”［2］《3-6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出：“成

人要善于发现和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充分利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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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和实际生活机会，引导幼儿通过观察、比较、操

作、实验等方法，学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3］而已有研究表明，当前幼儿园科学教育

内容不均衡，以常识为主，脱离儿童生活现实，缺

乏实用性和适宜性［4-6］；幼儿教师虽在理论层面认

识到幼儿科学素养培养的重要性，但在实践层面

难以达成［7］；在科学教育活动组织实施方面，存在

“重知识传授、轻实践操作，重课堂教学、轻生活

中探索”等现象［8］。通过对合肥市H园中班科学

活动调查发现，H园班级科学区活动空间较小，科

学区材料均为园方统一购买且更新频率较低，材

料提供仅涉及地理、昆虫和磁铁方面，每种只有

1-2份材料，存在科学活动材料种类不丰富、数量

严重不足等问题；以集体教学为主，忽略幼儿探

究兴趣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科学集体教学活

动结束后鲜少组织相应的延伸活动，导致幼儿缺

乏支持性的环境进行科学探索、发展探究能力。

幼儿科学学习途径丰富多样，已有研究和教

育实践证明，科学阅读是幼儿科学教育的途径和

方法之一［9］96。科学阅读活动是以儿童为阅读主

体，以科学现象为主题，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紧密

围绕主题描绘科学现象，传递科学知识，引发幼

儿探究兴趣的活动［10］。科学绘本资源丰富，其将

科学知识蕴含在图画与文字之中，传递自然与社

会的知识，运用艺术的表现手法描绘严谨的科学

事实与概念，兼具跨学科性、实证性、情境性、艺

术性和趣味性的优点［11］。依托科学类绘本开展

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通过多个角度深度挖掘绘

本的价值，可丰富幼儿园科学教育资源，使科学

活动更加丰富有趣；通过多元途径、多种策略和

形式开展趣味化、生活化的科学主题类绘本活

动，有利于激发幼儿的探究兴趣，体验探究过程，

发展初步的探究能力。

关于依托绘本开展幼儿园科学教育的已有

研究比较丰富，但研究多运用思辨方法，实证

性研究少［9］100，主要集中于绘本应用于幼儿园

科学教育的价值层面分析，如绘本有利于引发

幼儿对科学活动的兴趣，能够提升幼儿的科学

素养等方面，这些研究缺乏实践层面的指导意

义，而对科学绘本的选择、基于绘本如何开展

科学教育活动等方面具体应用性的研究相对

不足［12］。因此，通过精选与主题和科学教育相

关的优质绘本，探索依托主题绘本开展幼儿园

科学教育的实践探索，总结应用方面的经验，

以期为幼儿园教师开展科学教育活动提供参

考与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安徽省合肥市H

园三个中班共94名幼儿作为研究对象，此94名

幼儿均为正常发展儿童，无身体残障和智力障

碍。

（二）研究方法

1.测量法

为了解绘本对幼儿科学探究方面发展的影

响，以《指南》中“4-5岁幼儿科学探究目标”和中

班幼儿认知特点为基础，结合主题和绘本内容自

编《中班幼儿科学探究评价量表》。该量表由探

究意愿、探究能力、科学认知三个因子构成，共11

个观察指标。量表采用三点计分制的等级答案，

“水平3”为3分，“水平2”为2分，“水平1”为1分，

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43。

2.观察法

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用文字、录音、录像等

方式收集幼儿在科学绘本阅读等活动中的语言、

行为、表情等外显的表现。在阅读后的日常活动

中观察儿童的探究活动及行为等，并做观察记

录，以此了解幼儿的探究兴趣与能力等方面信

息。

3.访谈法

结合科学绘本阅读及其融合与生发、拓展与

延伸活动的开展，根据活动目标及评价量表内容

设计访谈问题，通过对幼儿进行一对一的访谈，

了解其科学知识与经验的变化。

三、研究过程

（一）依托主题绘本开展科学教育活动方案

的设计

1.设计缘由

《指南》指出“幼儿科学学习的核心是激发探

究兴趣，体验探究过程，发展初步的探究能

力”［3］。绘本作为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载体能够

助推幼儿的科学学习。首先，科学类绘本因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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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内容的趣味性、形象性能够激发幼儿的阅读兴

趣，幼儿在阅读中发现的科学现象或事物与自己

实际生活中的经验相吻合从而萌发探究欲望；其

次，科学类绘本将抽象的科学概念或现象形象

化、具体化，符合幼儿的理解水平，能够帮助幼儿

理解科学知识、丰富科学经验；再次，幼儿能在科

学绘本的阅读中产生新旧经验的碰撞，从而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促使其在感受

与模仿、猜想与验证、操作与实验中初步发展探

究能力。

2.绘本选择

绘本选择既要贴合主题，又要适合幼儿的年

龄特点，易于幼儿理解；绘本内容要有一定的教

育意义，其中传递的科学知识要正确，能激发幼

儿对科学学习的兴趣；图文相符，文字浅显易懂，

印刷正规无失误［13］。

以主题“冬天的秘密”为背景，共选择了6本

科学类绘本（见表1）。选中的绘本在内容上高度

贴合冬天主题，绘本种类丰富多样，既有情节生

动的故事类绘本，又有再现幼儿生活的绘本，还

有逻辑严谨的实验操作类绘本。绘本在质量上

有保障，绘本作者及出版社的知名度较高，如被

誉为“科学绘本之父”加古里子的《它们是什么做

的？》，荣获波士顿环球图书奖《神奇校车》系列绘

本等。

表1 基于“冬天的秘密”主题选择的科学类绘本情况

绘本类别

故事类

科学绘本

生活类

科学绘本

实验操作类科

学绘本

绘本名称

《神奇的校车·冬眠》

《神奇的校车·雪野迷踪》

《捣乱的静电》

《传递暖暖的热量》

《神奇的校车·把热留住》

《它们是什么做的？》

作者

（美）乔安娜·柯尔

保冬妮

（韩）金世实

（美）乔安娜·柯尔

（日）加古里子

科学领域核心经验链接

比较冬眠与不冬眠动物的不同，推测并发现动
物冬眠的原因

观察并记录雪花的形成过程，推测并探索雪花
形成的条件

观察静电现象，讨论与思考静电产生的原因、消
除静电的方法和静电的用途

通过实验操作，感知和发现有关热量的物理现
象，如热传递、热对流、热辐射

通过实验等方式探索并总结留住热量和制造热
量的材料和方法

收集、观察、比较不同材质的物体，探索与发现
不同材质物体的性质与用途

3.活动设计思路

根据《指南》以及《纲要》中关于幼儿园科学

教育活动的要求，结合主题活动需要选择适宜的

科学类绘本。依托主题绘本开展科学教育活动

的思路如图1所示。

活动目标

活动内容

实施途径

活动评价：访谈、作品收集、观察记录表等

阅读绘本

激发科学兴趣

利用绘本

丰富科学兴趣

依托绘本

体验自由探究

语言活动 融合式集体

教育活动

生活活动的渗透

区域游戏的延伸

走进“绘本故事” 拓展“绘本经验” 探索“绘本内容”

图 1 依托主题绘本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的设计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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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托主题绘本开始科学教育活动的实

践探索

1.通过问题链引导式绘本阅读，萌发科学探

索兴趣

为保持幼儿对科学绘本阅读的兴趣和热

情，丰富幼儿自主阅读经验，形成自己的阅读

理解，在开展集体阅读教学活动时，采用“教师

讲故事——提出问题链——幼儿自主阅读——

分组讨论问题——小组汇报结果”的集体活动

流程。如在《捣乱的静电》绘本阅读中，教师讲

完故事后，根据故事内容及科学教育需要，提

出以下问题：你发现了绘本里有哪些静电的现

象；你知道为什么会产生静电吗；小文的爸爸

有哪些赶走静电的办法呢；静电是个捣乱鬼，

但它也有很多用途，静电可以帮我们做些什么

呢等。问题链引导式阅读一方面丰富了阅读

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即集体阅读与自主阅读

的有效联结，让每个幼儿都有机会参与尝试；

另一方面也发挥了幼儿在阅读活动中的主体

地位，支持幼儿通过自主阅读获取信息，鼓励

他们大胆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在交流讨

论的基础上总结问题的答案。这一过程不仅

能让幼儿体验小组合作、相互协商、思考与表

达等经验，还能让幼儿在分析与讨论、归纳与

总结、汇报与分享等过程中产生思想的碰撞，

生成科学探究的话题或想法。

2.开展融合式集体教育活动，丰富科学知识

与经验

通过绘本阅读活动的开展，分化出更多的幼

儿想探究、体验、操作的项目，研究也表明，幼儿

在某一活动中获得的经验会支持某些学习倾向

的产生、保持并增强［14］。因此，为保障在一定时

间段内连续地、反复地刺激幼儿的学习和发展，

开展了融合式集体教育活动。挖掘绘本中的科

学元素，在不同领域开展相应的活动，以此丰富

幼儿的科学知识与经验等。如在《冬眠》绘本阅

读活动中开展了“问题式绘本阅读（语言活

动）——绘画记录熊的冬眠（美术活动）——比较

冬眠与不冬眠动物的种类，推测动物冬眠的原因

等（科学活动）”；在绘本《雪野迷踪》中，通过阅读

活动，幼儿已初步感知雪花形成条件等内容，为

了保持幼儿对雪花的探究兴趣、保证幼儿连续探

索的时间和机会，于是进一步开展了美术鉴赏与

设计活动，即“雪花成长图”和“我的雪花”等绘

画、剪纸活动。

3.构建区域科学活动环境，体验自主探究过程

《指南》指出：“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

的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

要。”［3］简单的生活发现、有趣的游戏活动、富有挑

战的实验操作等区域探究活动，将科学现象、问

题等融入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之中，也为幼儿提供

了直接操作、亲身体验的机会与平台。

（1）生活活动与区域游戏的相互渗透——找

找小静电等

第一，生活发现“找找小静电”，在教学活

动后的户外自由活动中提出“找找小静电”的

游戏建议。在游戏中有的小朋友发现从滑滑

梯滑下来后，自己的头发飞起来了，他们说“静

电跑到我头上了”；有的小朋友们手拉手被电

到、触碰铁制的攀爬架也会被电到。小朋友们

都加入到“找找小静电”的游戏中并乐此不

疲。第二，静电游戏，根据绘本《捣乱的静电》

中爸爸的小实验制作出各种静电玩具材料投

放在科学区，游戏材料“会跳舞的章鱼”“钓鱼”

“纸片转转转”等让幼儿在体验与操作的过程

中，直接感知到静电的用途。

（2）教学活动与区域游戏的相互联结——谁

留住的热最多等

为帮助幼儿理解与迁移集体阅读活动中获

得的知识、经验等，保持幼儿持续的探究热情，在

集体活动后，投放相关的科学探究材料，供幼儿

自主操作、发现。在《传递暖暖的热量》教学活动

后，教师在科学探究区投放了三个放了热水的易

拉罐和纸、锡纸、毛巾等材料，引导幼儿探索纸、

锡纸、毛巾这三种材料谁留住的热量最多，并鼓

励幼儿根据以往经验自主记录实验结果，并且在

每天离园前，教师留出一个时间段，让幼儿汇报

自己的实验结果。

（3）自主式区域探究活动——生物观察员等

教师根据绘本的内容或情节，在相应的区

角提供科学活动材料，供幼儿自主操作探索。

幼儿通过实验操作等验证绘本故事情节的科

学性，随后推测出更多的可能性，并进一步验

证猜测。如在《冬眠》绘本活动中，教师在科学

66



总38卷 孙延永，宋 雨，周盼盼：依托主题绘本开展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的实践探索

区投放刺猬、青蛙过冬的视频资料和观察记录

图，幼儿以“生物观察员”的身份，了解刺猬等

小动物的过冬方式，并以小组形式讨论、记录

观察结果。当然幼儿自发地开展了如餐后散

步时在花园里找冬眠的动物等活动，同时也会

产生新的问题，如一位家里养小乌龟的小朋友

说：“老师，我家里也养了一只小乌龟，为什么

它没有冬眠呢？”，激发幼儿持续探索。如绘本

《它是什么做的？》阅读活动开展后，投放实验

材料，包括木质积木、塑料雪花片、石头、铁钉、

水盆、锤子、磁铁和小纸屑、实验记录表等若

干，在确保安全前提下为幼儿进行不同材料的

水实验、锤子敲击实验、磁铁实验和摩擦实验

提供充分的材料、时间和场地支持，鼓励幼儿

根据绘本做实验，记录实验结果并推测玩具熊

是什么材料做的。

四、研究结果与原因分析

（一）研究结果

1.整体情况

为了解绘本对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的影响，

对中班幼儿科学探究进行描述性统计，具体情况

见表2。
表2 绘本干预结果及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

检测变量

探究意愿

探究能力

科学认知

n /人

94

94

94

前测

M

1.40

1.55

1.40

SD

0.37

0.48

0.32

后测

M

2.03

2.42

2.76

SD

0.32

0.19

0.21

由表2可知，中班幼儿科学探究三个维度的

后测评估得分均明显高于前测评估得分。由此

判断，本次开展的依托绘本开展科学教育活动提

高了幼儿科学探究能力。

2.实践前后测差异性检验

通过上述描述性统计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该

园中班幼儿经过实践活动后，科学探究和各个维

度得分均有显著的提升。对幼儿前后测发展水

平进行t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实践前后幼儿科学探究方面的比较（n=94）

前后测

探究意愿

探究能力

科学认知

前测-后测

前测-后测

前测-后测

成对差分

均值

-0.64

-0.86

-1.36

标准差

.29765

.39585

.31902

差分的95％置信区间

下限

-.74273

-1.00730

-1.47752

上限

-.52810

-.72186

-1.24748

t

-12.076

-12.355

-24.160

Sig.（双尾）

0.000

0.000

0.000

从表3可以看出，该园中班幼儿科学探究实

践活动前后存在显著差异，即后测均值得分显著

高于前测。就探究意愿而言，前后测差异性显著

（P<0.05）；就探究能力而言，前后测差异性显著

（P<0.05）；就科学认知而言，前后测差异性显著

（P<0.05）。

（二）原因分析

1.贴近幼儿生活的绘本内容，激发了幼儿的

科学探索兴趣

《纲要》指出：“科学教育应该与儿童的实际

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周围的事物和现象应作为科

学探究的对象。”［2］在“冬天的秘密”主题下，选择

了与幼儿生活息息相关的“雪”“动物冬眠”“静

电”“热量”等绘本素材，加强了科学教育与生活

实际的联系，增强了幼儿园科学活动的实用性、

趣味性。同时，生活化绘本素材融入科学活动

中，教师引导幼儿对每天都能接触到的生活经验

进行思考与探索，易于操作、便于理解，又能举一

反三运用到实际中，提高了幼儿园科学活动的直

观性、生活性。所以，遵循幼儿生活特点，选择适

宜教育素材，激发了幼儿参与科学活动的欲望。

2.注重幼儿科学兴趣、探究意识的培养，提升

了幼儿科学探索的体验

《纲要》指出：“引导幼儿对身边常见事物和

现象的特点、变化规律产生兴趣和探究的欲

望。”［2］以往科学教育活动注重知识传授、缺乏对

幼儿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忽略幼儿的亲

身体验和直观感受，导致幼儿觉得科学活动枯燥

乏味、深奥难懂［15］。在观念的转变、客观认识幼

儿科学活动价值的基础上，注重幼儿科学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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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培养，通过探索生活化、游戏化、情境化等教

学方法与策略，发挥幼儿在科学活动中的自主

性，引导幼儿以自己感兴趣、擅长的方式进行探

究，通过创设问题情境，增加活动的难度，鼓励幼

儿思考、解决问题。幼儿在直观感知、实践探索、

合作互助等过程中发现科学现象、解决科学问

题，这种体验能让幼儿感知到科学活动的具象

化、生活化以及实用性、趣味性等特点，并产生更

加强烈地参与科学活动的热情。

3.支持性科学探索环境的创设，提供了积极

的科学探索条件

《纲要》要求：“提供丰富的可操作的材料，为

每个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

提供活动的条件。”［2］很多幼儿教师在开展科学活

动时多采取直接讲授为主、信息技术为辅的教学

方法，这种教育方式活动时间较短、材料简单、空

间固定、组织形式单一，便于科学知识传授，但不

利于科学兴趣培养及探索能力的提升。因此，通

过打破这些环境要素的限制，开展整合性教学活

动，将其渗透到其它领域、生活活动、区域活动等

之中，在时间与空间上保障科学探索活动的连续

性；动态、及时投放所需材料，鼓励幼儿以小组合

作的形式探索、记录、汇报分享，务实、深层指导

家园合作内容，极大地满足幼儿科学探索的条

件，推动幼儿探索的进程。

五、依托绘本开展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

的经验借鉴

（一）选择优质、多元绘本资源，丰富幼儿园

科学活动内容

首先，应用于科学教育中的绘本需具有严谨

性和科学性，因此绘本的选择要以高质量为基本

保证。教师在选择优质科学绘本时可以根据以

下三个标准筛选：第一，重点关注获得世界大奖

的绘本，如国际安徒生奖、波士顿环球图书奖、美

国凯迪克大奖等；第二，参考知名作者或出版社

出品的科学绘本，如被誉为“科学绘本之父”加古

里子的作品；第三，参考知名度较高的科学绘本

系列，比如《神奇校车》《蒲公英科学绘本》《你好，

科学》《小小科学家》等。

其次，幼儿是学习的主体，在科学教育中应

用绘本，需站在幼儿的角度，以幼儿的兴趣、语

言特点筛选绘本，教师可在主题活动下选择幼

儿感兴趣但不够了解的科学内容，或者幼儿日

常能接触到且渴望深入了解的内容，如冬天主

题下幼儿感兴趣的动物冬眠和雪花，或者幼儿

日常接触到的静电现象和热量等。同时，教师

还要根据幼儿的语言特点来筛选绘本，中班幼

儿的词汇量、识字能力和阅读能力有限，一些

包含科学词汇、说明性较强、故事情节较丰富、

语句较长的科学绘本适合于教学或集体阅读，

而一些画面表现力丰富、情节较简单、语句较

短且文字较少的科学绘本适合幼儿自主阅

读。如在选择有关冬眠的科学绘本时，《神奇

校车·冬眠》中有大量的人物对话和专业名称，

此类绘本更适合于集体教学，经由教师讲解、

实验等处理后，幼儿方能理解；而同是冬眠主

题的绘本《雪上，雪下》，情节简单，文字少且重

复，幼儿凭借画面就能基本了解绘本内容，更

适合幼儿自主阅读。

再次，教师还要根据幼儿注意力的特点、科

学教育的活动目标及幼儿的实际发展水平适当

调整绘本内容，处理好绘本中成人化的语言。如

在绘本《捣乱的静电》中，将绘本中解释静电现象

的说明性语言更改为“静电喜欢干燥的环境，摩

擦的运动会让静电变得更强壮，抱起比它们大许

多倍的纸片”，这种拟人化的儿童性语言更能吸

引幼儿注意，便于幼儿理解；同时，在绘本《雪野

迷踪》中，内容丰富，经调整内容后，筛选了绘本

中“雪花形成的过程”部分作为集体教学活动内

容开展，关于“雪的不同形态”作为兴趣延伸部分

在科学区开展。

最后，不同风格的科学绘本也会给幼儿带

来不一样的科学体验，选择故事类、生活类、知

识类、操作类等不同类型的科学绘本，以此满

足幼儿多元化科学探索需求。注重挖掘故事

类、生活类绘本中的科学元素，提炼出其中最

贴近幼儿生活经验的科学素材，引导幼儿进行

科学探索。实验操作类绘本通过浅显易懂的

图画形象地将复杂抽象的科学现象、原理等表

现出来，便于幼儿识别和理解，更能让幼儿在

察、探、查、记等实践操作中感知绘本中的科学

现象，在质疑、推测、探索、验证等过程中生成

绘本中的科学经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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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化、趣味性开展科学类绘本活动，

引发幼儿主动探究

皮亚杰认为：“教育的真正目的并非增加儿

童知识，而是通过设置充满智慧的环境，让幼儿

自主探索，主动学到知识。”［17］在生活活动、区域

活动等中建构科学情境，以多元化、趣味性的活

动策略与方法引导幼儿探索，才能调动幼儿参与

的主动性。《指南》强调：“幼儿在对自然事物的探

究和运用数学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过程中，不仅

获得丰富的感性经验，充分发展形象思维，而且

初步尝试归类、排序、判断、推理，逐步发展逻辑

思维能力。”［3］在开展《捣乱的静电》绘本活动中，

教师先从绘本中科学现象出发，在集体教学活动

中，让幼儿了解“静电”这一科学现象；通过问题

引导幼儿观察生活中静电吸引头发、触碰铁制品

被电到等常见现象，帮助幼儿积累关于静电的感

性、直接经验，使得静电现象具象化、生活化；通

过绘本设计游戏“让静电听我的”，投放会飞的章

鱼、钓鱼和纸片转转转等游戏材料吸引幼儿参

与；在科学区投放静电实验材料，吸引幼儿主动

探索、概括总结，加深对静电现象的理性认识；在

幼儿充分掌握摩擦起电的基础上，进阶式创设问

题情境，加大问题与任务的难度，以挑战的方式

引导幼儿深入探究物体的大小、干湿、材质等因

素会不会影响静电的发生，并记录实验过程、总

结实验结果。这一过程以趣味化、生活化的方式

吸引幼儿主动参与，并通过“什么是静电——为

什么会发生静电——影响静电发生的因素——

静电有什么用途”渐进式的内容开展，锻炼了幼

儿的科学思维，加深了幼儿对科学知识经验的理

解与应用。

（三）提供丰富的与主题相关的绘本，提高幼

儿的问题解决能力

幼儿在阅读科学绘本时希望能根据绘本中

画面、信息等开展验证性实验操作，在科学区亲

身实践时，又会遇到认知、操作等层面的问题。

教师通过在阅读区投放丰富的与探索主题相关

的绘本，增加信息的链接性，为幼儿查阅并获取

信息提供便利，让幼儿产生通过“查阅资料——

获取信息——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的经验，增

强其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教师鼓励幼儿以

多元方式记录“熊冬眠的过程”时，在阅读区提供

了《冬眠的动物》《冬眠旅馆》《我不是懒虫：有关

冬眠》等与动物冬眠有关的绘本供幼儿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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