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总第 194 期） 

 760 

教育科研 

信息技术在科学中的运用 
◆刘小利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镇文桥小学校  646200） 

 
摘要：21 世纪是一个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世纪，信息技术的来临对各个

领域都有着一定的冲击。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成产和教育方式，各国

都把发展教育信息化作为新世纪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目标，使本国的教

育在世界上起着主导的地位。如何将信息技术运用到小学科学教育学科

当中，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改变教师陈旧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等，

以及提高学生们的综合素质是小学科学教育学科教师们所一直思考的问

题，因此。对信息技术如何运用到小学科学学科中进行深入探究，具体

探究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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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缩写 IT）是搜集和管理
信息所采用的技术的总称，并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共同作用
下，用来获取、加工、储存、显示、和传输文字、数值、图像以
及声音等信息。小学科学学科是一门培养学生科学素质的一门课
程，与小学主要学科相比，科学学科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科
学素质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科学学科在小学阶段属于
启蒙阶段，但是早期的科学教育对一名学生和科学素质的形成具
有决定性的作用。小学科学课程是一门综合的课程，能够将各个
科学领域如：物质科学、生物科学、地球、环境科学很好的综合
起来。新课改的不断深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传统的
黑板粉笔、文字教材、投影仪、幻灯机等辅助教学工具是不能胜
任的，而信息技术的特点就容量大，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
以改变以往单一的教学模式，使教学效率有效的提高。 

一、利用信息技术教学的优势 
1.翻转师生角色 
以往的教学模式是老师讲，学生听的这种灌输式教学。在整

个教课过程中，学生一直是被动的学习体，忽略了学生是学习的
主体角色，利用信息技术教学翻转了师生的角色，教师从一位知
识传授者变成了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人，学生从以往被动的
学习知识变成了主动学习的主体，利用信息技术教学才是实现教
学的首要任务，能够不断的提高学生们学习的主体意识，并且能
够进行自我教育和不断的进步。 

2.提升学生自我探究意识 
一位科学家曾经说过：“每一人的内心深处都想让自己成为

一个发现者、探究着。尤其是儿童的世界里，这种希望更加强烈”。
儿童自身就有一特质，那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摸索性学习的方式，
学生们学习科学知识是一个发现以及探究的过程，学生是学习的
主体，并且在有趣的科学学科里不断的进行探究，发现。与此同
时，教师也应该按照学生们的意愿，给他们一个自主探究的时间、
空间等良好的氛围。 

3.网上探究，走进丰富的科学世界 
科学这一门学科旨在让学生们接触生动活泼的生命世界，让

学生们接触田间树林、山川湖泊、花草虫鱼鸟兽等，感受生命的
多姿多彩，从而能够有效的让学生们热爱生命并且激发对科学世
界的探究兴趣，这一点对于田间长大的孩子们来说，生活随处可
见，可是对于城市的学生们来说，少之又少。通过信息技术教学，
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可以让学生们自己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式、
时间等，并可以与其他学生进行资源共享，进行网上探究，如《寻
访小动物》一课中《蚯蚓》，想要城市中的学生实际去了解蚯蚓
的形态特征以及生活特点，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很容易，但是通过
信息技术他们就可以走进蚯蚓的生活，了解蚯蚓世界的精彩。 

二、应用信息技术，优化科学课堂教学 
1.改变教学观念，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教学 
信息技术具有丰富的变现能力，可以改变时间以及空间的限

制，是学生们对事物有了初步的认识，再向学生们展示事物的细
节和变化，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提升教学效果。教师
要将科学探究、情感以及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能够充分的强化科
学教师“用教材教”的意识。例如在教科版三年级科学的教课中，

《砖瓦和陶器、瓷器》中一课，中的一个知识点，教师引导学生
们制定出相应的研究方案，并组织学生上网查询资料。利用学生
们的信息技术将搜集到的语言以及图片进行整理，制作成课件在
班级上进行展示和交流。通过信息技术的支持，激发学生们的学
习兴趣，还能提高学生们的信息技术技能，同时也参与到了探究
的过程。 

2.利用信息技术构建创新的情景，提高学生们的创新意识 
科学的发现是由无数个疑问引起的，而发现问题才是创新的

开始，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学生们的具体学习情况适当的
设置创新情景，引导学生们提出问题，并进行探究问题提升学生
们的创新意识。并且由于小学生们的好奇心较强，渴望得到结论，
教师应该结合教学内容来创建教学情景，激发小学生们的求知
欲，让他们自主的探寻知识的答案。 

如《材料在水中的沉浮》(教科版）一课时，教师在网页上
设计教学，并且播放展示，开始就拿一个鸭蛋放进半杯清水中，
让学生们进行观察，并且在鸭蛋完全沉下去的时候不断的向水里
加盐，当盐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鸭蛋会自主的漂浮起来。学生
们通过观察这个实验。鸭蛋一会沉下去、一会浮上来就会感到好
奇，播放过后，教师就应该问学生们鸭蛋为什会沉下去？而加盐
后为什么会浮起来呢？这个时候学生们的思维就会活跃起来，都
会积极的动脑，并且教师要让他们回答问题，激起学生们创新意
识。 

3.应用信息技术，丰富学生们的科学知识 
在科学这一学科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将课堂重点放在为

学生提供学习所需的资源上，如中小学三年级科学（教科版）中
《水生植物》一课。首先教师应该提前让学生们进行预习，并且
知道本节课要学习的重点以及要点，并且分析水生植物的特点等
有关信息的查找，例如：都有哪些水生植物、水生植物的形状特
点、以及颜色等。让学生们进行网页查找解答学生心中的疑问，
并且在课堂上充分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教师指导学生之间探讨和
议论自己的观点。例如：芦竹，具有发达的根茎，长生分支，叶
片扁平，上面与边缘略微粗糙，基部白色，生于河岸道旁，砂质
壤土上，喜温暖、喜水湿、耐寒性不强等特点。使学生们遨游在
知识的海洋中，亲自观察到水生植物的模样特点，了解大自然中，
水生植物的多样性，另外学生们能够真正做到自主学习，明确了
学习的目的。 

结语 
在小学科学这一学科中，充分的利用信息技术，不仅能更好

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并且教师也应
该不断的改进，运用好信息技术，使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变得丰富
多彩，将学生置身在信息化的时代，是科学学科的教学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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