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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小学科学高效课堂 
◆樊小华 

（德阳市绵竹市什地学校  四川德阳  618214） 

 
摘要：小学科学是一门重要的课程，与语文、数学等科目不同的是，科

学课的核心是实验，关键是要引导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基础上，在观察

能力、动手能力等方面得到培养和发展，要促使学生充满兴趣的参与到

课堂中，这样 终才能获得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现阶段小学科学课堂

教学中还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所以教师应该多反思，有针对性的改进

和完善，应该注重仔细研读教材，深入研究课程内容，利用实验设疑，

还要关注学生发展，这样的课堂教学才是高效的，更有助于促进学生的

学习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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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的小学科学教学的课堂效率是低下的，从教材的使用到

教学设计再到教学模式都存在问题，比如会将教材视为 重要
的，如果整节课都按照课本“一本正经”地进行，只会纸上谈兵，
那么这节课就毫无意义。但是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渐深入，新教
材的使用也渐渐打破了传统的教学理念，从以前的“教教材”逐
渐转变为“用教材”。在这样教学改革的新形势下，小学科学教
师需要积极探索构建高效课堂的有效策略，才能满足当今教育发
展的需要。 

1 当前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学校和家长过度关注学生的考试成

绩，对素质教育的目的认识不足。不少学校将小学科学列入副科。
在师资力量、教学资源以及教学设施上学校没有给予足够的关
注，这使得本就课时不多的学科经常被其他学科占用，教学设施
的不足时学生无法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由此对这门学科也逐渐失
去兴趣。 

1.2 教学模式陈旧 
在小学科学课程的课堂上，普遍存在的教学模式就是教师根

据书本讲解，学生安静地听课，老师在整节课的开展中处于主导
地位，缺少互动与实践，枯燥乏味，难以吸引学生认真学习。同
时，这种教学模式容易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对于学习基础弱
的学生，对所接受的知识一知半解，长期以往就会降低学习积极
性。 

1.3 教学方法运用不当 
科学是严谨浩瀚的科学，让小学生学习深奥刻板的理论知识

并不是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小学科学课程的教学目的，是让小
学生对科学产生兴趣，愿意走进科学的世界进行求知探索，从而
建立对科学的思维能力。但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未能结合小学生
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课程目标，采用单一的教学方法，小学生对理
解抽象的知识有难度，无法培养学习兴趣[1]。 

2 构建小学科学高效课堂的有效策略 
2.1 仔细研读教材是构建高效课堂的基础 
尽管科学课是以实验操作为基础的科目，但是教材还是不能

被丢下，因为教材是科学的使用工具，教师应当学会使用教材，
想要更好地提高教材利用率，教师应当做到以下两点：第一，把
握教材内容，合理安排课堂教学。让教师学会用教材并不是肆无
忌惮地用，而是应当建立在充分了解课本的基础之上进行。比如
在学习“种茄子”内容的时候，本课教学的 终目的就是让学生
学会观察植物，所以教师就让学生回家自己种植，但是后来发现
真正种茄子的人少之又少。此时就稍微改动了一下实验的方法，
让学生带来一些塑料瓶，在教室里养殖，随时都能观察植物生长
的变化。通过这种改动，学生也有了观察的动力，探究意识也逐
渐被提高。第二，教师要做课程的开发者和创造者。新课程改革
之后，要求教师应当具备更强的科学研究能力，提高课程设计的
能力，能够让学生及时捕捉感兴趣的事物，并及时参与到课堂教
学中去，这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课程。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注重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善于抓住闪光点[2]。 
2.2 以学生为主体是构建高效课堂的重要导向 
在传统灌输式课堂教学模式下，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课堂

氛围低沉压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觉枯燥乏味，这样的课堂教
学效率不会好。在探索构建高效课堂的过程中，小学科学教师需
要革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在课堂上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引
导学生积极的自主思考探究，找到学习的真谛，也让学生亲身体
验探究的过程，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容获得更好的课堂教学效
果。例如在学习“浮与沉”的时候，教师就可以设置探究的问题
“怎样才能让沉着的物体浮起来？怎样才能让浮着的物体再沉
下去？”在分析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结合
生活经验进行思考，通过将橡皮泥捏成各种各样形状进行知识内
容的切入。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亲身实践，亲自感知，在体验的基
础上进行探究。 

2.3 利用实验设疑是构建高效课堂的动力 
思考的进行往往都是先从发现出问题开始的，质疑能够指引

学生探寻现象发生的关联，只有能够发现出存在的问题，才能进
而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有疑问才会有思
索，才会有进步。小学科学教师应该引导和鼓励学生阐述内心的
疑问，表述自身的看法，即使是他们的说法有错误，也不应该迅
速的否定[3]。比如在学习“声音的传播”时，教师指引学生把耳
朵贴在墙壁上，试一下能不能听见远处敲打的声音，这时就可能
有学生会说“我听到的声音好像变大了”、“怎么离那么远还可以
听见声音？”、“这样听到的声音为何与直接听的效果不一样
呢？”等，在这样的质疑声音中，就可以让学生开展小组交流，
从而总结出声音在固体中传播的特性。 

2.4 关注学生发展是构建高效课堂的关键 
构建高效课堂 重要的目的，就是关注学生的发展，所以学

生是否发生了进步是高效课堂是否合格的重要衡量标准。但是学
生的发展和进步不能仅仅看学生的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而是思
维的形成能力和想象力的提升。小学科学教师要善于通过高效课
堂的构建，促使学生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等方面得到协调发展。比如在学习“寻找动物和植物”内容
的时候，教师就可以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走向大自然，观察身边
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和植物，发现了有趣的现象便记录下来[4]。随
后课堂的交流，就可以问学生有哪些有趣的事情，有的学生说：
“发现了蚂蚁正在搬运蚂蚱的身体”，有的说：“杨树的每一片叶
子都有不同的纹路”，甚至还有的学生说他观察到了蜜蜂筑巢的
过程。学生在通过自己的观察给大家分享了成果之后，便会对课
堂更加感兴趣，再加上教师的鼓励和赞赏，这对学生的学习发展
是有着重要推动意义的。 

结语 
总之，对于高效的小学科学课堂的构建，首先需要教师不断

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并不断加强理论素养，重视对学生独立
性的培养，注重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科学教学要以活动为主体，让学生通过自身的体验去学习，去感
知，去理解，去掌握。广大小学科学教师只有不断发现新的教学
模式，善于运用新型教学模式，才能实现构建高效课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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