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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化的实验探究中培养科学素养 
-浅谈小学一年级科学课程教学 

陈雪 

（长春新区北湖英才学校   130000） 

摘要：科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一年级的学生对事物充满了好奇心，科学实验更是勾起了学生对探索的强烈欲望，所
以，小学一年级是在实验探究中培养其科学素养的最好时机。本文从科学实验探究入手，以生活经验为着力点，阐述了小学一年级
在基于生活经验开展科学实验的作用，为小学一年级科学课教学提供一些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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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刚刚步入学校，生活化的知识更容易被他们

接受。对于一年级的学生而言，专业性的讲解是起不到作用的，缺

乏实用性和生动性，让小学生很难理解。实验富有趣味性，与生活

相联系的实验探究更是满足了小学生的好奇，在满足小学生动手操

作欲望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小组合作探究的模式

让学生养成了勤于思考的好习惯，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这为以后其他知识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注学生，思维语言趋同化 
首先，作为刚刚入学的小学生，孩子心理既高兴又害怕，对于

学校的陌生在他们稚嫩的心中还是存在的，基于这些原因，作为老

师需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用学生应有的思维去思考问题，用温柔

的语言去和学生交流。其次，学生在刚刚步入一年级的时候，还不

习惯教师的一些言语，而幼儿园教师亲切儿童化的语言更容易被小

学一年级的学生接受，所以在教一年级学生时，语言十分重要。第

三，我认为小学生也是科学家。对于解释性的语言，成人的一些解

释方式并不被学生所接受，运用小学生的语言出发去和学生解释一

些科学性的问题，精准化的讲解才能够更容易被学生接受，才符合

学生的心理特点，不仅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也会激发学生学习的

乐趣。 

二、科学实验在科学教学中的意义 
科学实验是学生探究问题、发现问题的种子。传统的学习形式

在一定意义上是枯燥的，然而实验却是充满了色彩的，学生在实验

中会使学生找到乐趣，实验的每一次成功也会让学生感到欣喜若

狂，这也是科学实验的魅力所在。科学实验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能力，科学家的发明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有了创新思维的基

础上慢慢成就的。对于小学生来说创新思维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以后从事科研的同学来说是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在教学中，

学生的“问”比“学”更重要，在课堂上要从讲授的方法跳出来，

要以问导学，以问促学，以问成学，这样才更能够发挥课堂的作用。

在学生提出问题时，教师不应该斥责学生，而应该帮助学生探究问

题、解决问题，这样从问题中不断积累，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在

学生成长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围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生活化 
富有童趣的教学内容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与实际生活相联系

的教学内容更加能够被孩子接受，所以需要教师在深入研究教学目

标的前提下，使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且富有童趣是我们科学

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入思考的。例如，在教学中可以以季节为契机去

设计教学内容。在春季植树节这个节日中，植物是主角，而在讲授

观察植物这一章节时就可以以植树节为背景，从而讲解观察器官、

观察植物的步骤等有关教学内容，这样学生在传统节日的烘托下自

然而然的就能掌握观察植物这一节的有关知识。再如，学生的日常

生活中影子的存在使很多学生产生了很多疑问，学生并不能够很好

的理解影子是怎么产生的，所以在讲影子一课时，首先展示学生日

常生活中产生影子的场景进行课程导入，学生在看到自己熟悉场面

的视频以及图片时兴趣就会被调动起来，这样在后续课程的开展就

更加顺理成章，学生的参与度也会非常高，从而达到课程目标的要

求。习惯类的教学内容更加有说服力，更容易在学生中起到效果。

在讲植物单元的课外阅读部分时，会拓展性的讲到植物果实的作

用，从而提到果汁中的天然色素。学生一听到色素兴趣就来了，就

会与平时家长所说的合成色素联系起来，然而学生根本无法区别天

然色素和合成色素，认为都是有害的。通过对这部分知识的学习，

学生能够对这两种色素有本质性的认识，起到更好的积极正面效

果。通过以上的阐述，说明了在教学目标指导的前提下，生活化的

教学内容更能够被学生所接受，使学生收获的更多。 

四、结合生活开展科学实验 
将学生已有认知的生活化情景融入到教学中是最容易被学生

所接受的教学设计，生活的便利性为科学实验的展开提供了很好的

支持，在科学实验中既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可以锻炼学生的

实践能力，一举两得。例如在一年级上册科学教学中有关测量的教

学内容。在设计这节课时，我就把生活中常见的测量工具，例如米

尺、卡尺等带进了课堂。在实践的部分，我让学生们利用这些测量

工具对自己周围的实物进行测量，学生有测量自己书本长度的，有

测量桌椅高度的，还有的同学测量自己一步的长度，不限定测量的

物品具体是什么，让学生用自己所需要的测量工具测量自己感兴趣

的东西，这使学生非常兴奋，参与度也非常高。在这个过程中，学

生通过实践就知道，测量圆形等不规则物品的长度时格尺是做不到

的，而软尺则能够满足要求，从而得出了软尺和格尺的相同点和不

同点。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自己的总结来自于自己的亲身体会，这

样的过程比老师演示、硬生生的讲解起到的作用更加有效果，更容

易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学生自己亲身实践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问

题，比如测量时是从尺子的最左端开始测量，还是从零刻度的位置

开始测量更准确呢？这样问题的提出，是学生在潜意识中学会了探

究实验的过程。通过实验不同种类尺子，以及教师引导性的教授零

刻度的概念，使学生能够自己解决所提出来的疑问，那么这样的过

程才是有意义的。在科学课中，科学实验和生活息息相关，利用好

生活中的各项便利条件和事物能够更有效地开展科学实验。 

结论：科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对于小学生来说，更

是一门以动手实践为启蒙的学科。孩子从出生就是一位科学家，他

们对实物充满了好奇心，小学的科学课则是让学生的探究欲一直保

持的学科，慢慢的将其培养成创新思维。在科学课上，利用科学实

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对科学学科学习兴趣，整合学科资

源，利用生活化的便利条件，展开科学实验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素

养，这则是科学的精髓所在，也是对小学生启发式教学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