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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科学教学中限制学生探究能力发展的因素
1.1教学方式强调知识灌输
在组织小学科学教学活动时，许多教师采用的方式过于死

板，过分强调理论知识的讲解，忽略了对学生探究能力的培
养，教学过程中教师以知识灌输为主，忽略了与学生之间的互
动和交流，这就导致学生的学习过程过于被动。教师将大量精
力用于理论分析和讲解，教师在台上讲，学生只能在作为成绩
笔记这样的教学方式下，师生互动的效果十分有限，学生只能
按照教师的思路分析和思考问题，而无法根据自身的想法，解
决问题，久而久之，学生的探究能力发展受到限制。

1.2教学内容缺乏探究深度
小学科学学科涉及到的知识点相对简单，在组织教学活动

时，许多教师没有对教学素材进行拓展，而是将重点放在教材
的分析和讲解，这就导致教学内容缺乏探究深度，影响到学生
探究能力的发展。在选择这些素材时，教师通常只关注教材中
体现的案例，没有将贴近现实生活的元素带入到小学科学课堂，
学生无法联系生活经验，理解科学知识，也无法从课堂学习中
掌握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技巧。此外，还有部分教师只是将科
学课程的教学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只是在框架内对知识进行分
析和讲解，没有从培养学生探究能力的角度出发选择适合的探究
性材料。

1.3学生对探究能力重视不足
学生是小学科学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学习态度直接影响到小

学科学学科的教学效果，当前，许多学生认为科学是一门副
科，对科学知识缺乏重视。许多学生受到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在
学习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以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学习，加上教师
采用的教学方式缺乏趣味性，导致学生对科学知识兴趣不足。许
多教师在实施评价的过程中，通常只关注课堂纪律以及学生在测
验中的分数表现，忽略了学生探究能力方面的评价，这也间接影
响到学生的学习态度，许多学生并未意识到培养探究能力，对自
身成长的积极作用。

2  小学科学教学中培养学生探究能力的有效策略
2.1通过导学案引导学生课前自主探究
自主探究是锻炼学生探究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组织小学科学

教学活动时，教师可以通过导学案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并在
预习过程中锻炼学生的探究能力。教师应当具备较强的教学组织
能力，能够根据学生认知特点以及小学科学知识的重点设计和开
发导学案，并在导学案中突出课程学习的重点以及各项目标。以
教科版小学科学《水结冰了》一颗为例，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课
前自主思考水结冰的条件，并尝试将水放到冰箱里，记录和观察
水结冰所需的时间，再通过水和冰之间的对比，发现二者之间的
异同点。在脱离教师监督和管理的情况下，学生能够凭借自身的
力量解决科学方面的学习问题，并养成良好的探究习惯，从而强
化学生探究能力。

2.2通过创设情境营造良好的探究氛围
小学科学是一门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学科，在组织小学科

学教学活动时，教师应当在课堂上通过创设情境的方式营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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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究氛围，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减轻学生探究的难度。教师
应当建立起现实生活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将贴近现实生
活的元素带到课堂，利用多媒体为学生展示图片和视频材料，从
而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让学生在多重感官冲击下梳理探究思路。
举个例子，在讲解教科版小学科学《观察云》一课为例，教师应
当在带领学生户外观察的基础上，利用多媒体设备为学生展示现
实生活中常见的其他云层类型，将学生日常生活中没有注意到的
云的基本形态呈现在学生面前，引发学生的思考和联想。

2.3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活动提高探究效率
合作能够极大的提高学习效率，在开展小学科学教学工作时，

教师应当组织学生参与合作学习活动，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科
学知识进行探究，从而提高探究的效率。合理的分组和分工是开
展探究活动的重要基础，这是应当关注学生的个性特点以及科学
知识掌握情况，有针对性的划分学习小组，将小组人数控制在3~5
人，并尽可能的实现小组内部的互补。此外，教师还应布置具有
较强探究价值的合作学习任务，鼓励学生在参与探究活动的过程
中各抒己见，并在小组内部总结出相对统一的观点。以教科版小
学科学《混合与分离》一课为例，教师可以以小组为单位，安排
学生完成“沙与食盐的混合与分离”这一科学实验，要求学生结
合教材中的实验流程进行小组内的合作探究，并思考是否有其他
方法可以将食盐与沙分离。

2.4通过教学评价引发学生对探究能力的重视
教学评价是小学科学教学的重要一环，教师应当充分发挥教

学评价的教育价值，对学生思想观念进行引导，让学生意识到探
究能力的重要性，并转变学生的学习态度。教师首先需要制定科
学的评价标准，将探究能力作为评价学生的重要依据，并且将探
究能力细化成具体的各项数据，从而对学生进行实时的观察。此
外，教师还应选择恰当的评价语言，对学生探究能力的发展表示
肯定，通过鼓励和赞美的语言，帮助学生树立探究的自信。

3  总结
综上所述，在小学科学教学中培养学生探究能力，这是提

高科学学科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锻炼学生思维能力的
必然要求。组织和实施小学科学教学活动时，教师应当充分考虑
到学生的兴趣爱好，在课前预习环节通过导学案引导学生自主探
究，在课堂上通过创设情境营造良好的探究氛围，通过组织小组
合作学习活动提高学生探究效率，并通过科学的评价体系引发学
生对探究能力的重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培养学生探究能力
的教育目标，通过高质量的小学科学教学，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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