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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生活，丰富课堂——小学科学生活化教学模式探讨
陈丽娜

（潍坊市锦绣学校，山东 潍坊 261033）

摘要：科学课是小学重要的基础性启蒙课程之一，在组织教学中展开生活化的教学，将生活场景带入日常的科学教学中，用生活元

素注解教学内容，吸引学生探究趣味，具有积极意义。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入生活化素材、引入生活化的话题、引入生活化的教

具以及生活化的实验，指导学生做以探究，并且进一步发现生活化教学的乐趣，以此增强科学精神发，发扬科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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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核心素养成为当代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教学工作更

加关注到对学生学科精神的培养，其中科学学科自然地需要去落

实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意识等，以此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在

当前小学科学学科中，发扬科学意识，挖掘学生生活，探索生活

化教学模式，以此带动学生的探究与学习，丰富课堂教学，为学

生埋下科学的种子。

一、小学科学生活化模式意义

（一）丰富科学课堂表达

在小学阶段，丰富课堂表达，创设趣味情境，以此带动学生

的学习，进一步丰富学生学习体验，是教学的重要思路所在。生

活化模式，能够链接生活与课堂，恰到好处地将生活中常见的素材、

内容引入课堂，使学生有所思考、有所体验，也能逐渐吸引学生

关注到课堂本身。对于小学生而言，想象力丰富，但是对事情的

认知和理解需要具体的事物为载体，帮助他们去理解相关知识，

以完成学习任务。将生活与科学融合，实现对学生的启发，是新

时期小学科学教学的必经之路。小学阶段需要启示学生具备科学

精神，此时正需要以新奇、趣味为基础引导，以此调动学生参与

到学习中。小学科学学科生活化模式的建构，可以使原本未能表

达出来的内容清晰起来。

（二）符合小学阶段认知需求

符合小学阶段的认知需求和特色，也是生活化模式教育意义

所在。小学科学学科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基本科学意识，

陶冶学生情操，为学生埋下科学的种子。就教学内容而言，其中

不乏涉及到未来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相关知识，综合且趣味。

但是，科学知识相对复杂，对于学生而言相对抽象，很多内容需

要推理分析才能有所感知，这对于小学解读那学生而言过于抽象。

生活化就是将这种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将本应复杂的知识清晰化。

如讲解电路问题，就关系到我们家庭中的电灯等，这就较为轻松

地完成了学习任务。对于小学生而言，直观地、具体地展现出的

问题，远比抽象的、知识点式展示更符合小学阶段学生。经过由

生活现象升华为科学知识的过程后，学生在思维上也能进一步认

识到科学的意义，养成科学精神。

（三）全面激活课堂

全面激活课堂教学，是小学科学生活化教学展开的重要意义

所在。在当前的小学科学教学中，以趣味的生活场景、生活内容

投入到课堂中，能够尽可能激发出学生的好奇心，使得学生更为

积极投入到学习中，主动尝试思考。很多问题，如果直接用以科

学素材进行解读，往往会使得学生产生较大压力，且使课堂乏味。

若是以活泼的生活化素材做以解读，就能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

趣，积极投入到日常的互动与学习，在课堂中发表自己的观点，

说出自己的猜测、表达自己的想法等，这些都能使科学课堂变得

趣味灵动，使学生由接收知识转为主动探究。

二、小学科学生活化的策略

（一）从生活着眼引发思考

小学科学是学生科学精神启蒙，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将科学的

种子埋在学生心中。科学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生活大门，也因

此去发现生活中的秘密，进而做以探究，才是科学的真谛。科学

家瓦特因为家里烧水时的蒸汽得到启发，最终发明了蒸汽机，想

必他在看到蒸汽的时候应当是想过顶开水壶盖的蒸汽力量，到底

有多大呢？科学学科最终应当指导学生回归生活，发现生活中的

问题，并试着用科学方法与思维去解决问题。在小学科学课程中，

教师可以尝试带学生去观察生活，在生活中找到疑问，发现问题。

如某节课，教师会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超市卖的饮料和矿

泉水都不是满瓶的，会留有一小块儿空档？学生每天也会带水，

但是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有过多的思考。此时，教师为学生做了一

个简单的实验：准备一个罐头到教室，让学生们用手拧开盖子，

显然学生很难成功。此时教师告诉学生们不要着急，自己有办法，

于是拿了一个较大的透明容器，把罐头放进去，并把事先准备好

的热水倒进容器中，过段时间将罐头拿出，让学生们一起观察，

会发现罐头瓶子发生了一些变化——即顶端略微鼓起了，此时教

师再请一位同学上台拧动瓶盖，盖子被轻松打开了。其实，这样

的问题以及引发的一系列的思考与讨论，所反映的科学知识就是

“热胀冷缩”。在生活中找到问题，并引发学生思考，再去解决问题，

才能使教学变得更具意义，以此帮助学生展开学习。

（二）创设生活化的情境

在小学阶段，学生正处于感性认知阶段，对社会表象出强烈

的好奇心，此时想要吸引学生参与到课堂的学习中，需要及时将

生活中的情境带入到学习中，引导学生参与到学习与讨论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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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完成学习任务。在小学科学课程中，以生活情境吸引学生投入

到学习中，是生活化学习的重要环节。在组织教学中，教师可以

有意识设置趣味的生活情境，以吸引学生投入到学习及思考中。

例如，在学习“静电”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将趣味的

生活场景在课堂中还原，如两个好朋友在握手时突然被弹开，再

如秋天的毛衣上面吸了很多纸屑等，这些都是生活中经常会出现

的现象，但是鲜有学生去关注到。再如，讲解固体、液体、气体

及其相互转化时，可以带学生去关注到下雪后房顶的雪总是比地

面的雪早融化，这是基础的融化问题等。在日常教学中，教师有

意识地将贴近学生生活的场景带入课堂，引导学生从他们的视角

去观察生活，发现生活中常见场景，再进一步启发学生思考，借

以科学知识对生活情况做以注解，带学生观察到不同的生活。在

组织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运用多媒体设备等，将生活场景

尽可能趣味还原。生活化的情景，对于学生了解知识点、完成学

习任务能够具有启发意义，带学生由被动接收知识转为主动了解

与探究。

（三）带学生做生活化的实验

在小学阶段，尝试运用生活化的实验，带学生进行实际的操

作及探讨。对于很多小学阶段教学工作而言，科学仅仅有一些基

础的“实验盒”，里面放着一些教具，却没有必要的实验室以及

基础的实验操作。此时教师不妨带学生借以生活中常见的素材、

情景，以较为简单基础的素材，带学生去了解科学。如观察水和

食用油的实验中，就可以让学生从家中带水和食用油来教室，而

由教师指导学生去观察和发现，找到其中存在的特质，如油和水

互相不溶解、油始终浮在水的上面、同样体积的油比水轻……有

些时候，教师也可以带学生走出教室，到外面进行观察和学习，

如测量旗杆影子的高度，观察每天太阳照射角度的变化等，在足

球场借助影子辨别方向等，这些都是生活化的实验内容，以此带

动学生的学习和体验。很多都是看似常识的问题，却能带给学生

乐趣的同时将简单的科学知识科普给学生。除此之外，在学习相

应的生活化场景中，可以进一步优化教学工作，指导学生参与到

实验中，并在科学化实验中有所成长。

（四）做生活化的注解

在小学科学学习中，很多知识点是看上去就是生活的常识，

却有着生活化意义，此时正需要教师去挖掘并解析其中的科学常

识。基于这一认知，在组织教学中，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将原本要

讲解给学生的知识用生活化的内容解释给学生听，深入浅出，以

生活注解科学。例如，在讲解“光的反射原理”相关知识点时，

其中白色可以反光，即反射太阳辐射，黑色反之，可以吸光。为

了使学生更为轻松地理解这一知识点，教师可以提示学生在夏季，

大家的衣服颜色普遍是浅色的，而且能够明显感受到穿白色衣服

会更凉爽一些，穿黑色衣服则会感受到相对较热，这是什么原因

呢？在用生活的实际情况、场景帮助学生去理解情况，将复杂的、

专业的科学知识，转变为具体可感、作用于生活的具体事件，在

点出主题后让学生感受到原来如此，这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将科

学纳入生活的一部分。在组织教学中，生活化的注解，也会不断

充实课堂，使课堂变得轻松愉悦、活泼精彩。

（五）用生活化语言讲解

在当前小学科学生活化教学中，注重生活化教学模式，也要

注重对课堂教学的各个细节做以调整，其中课堂教学的语言显得

尤为重要。以生活化的语言做讲解，配合课堂的整体需求，服务

于课堂教学。生活化的语言，可以有效带动学生的学习，鼓励学

生互动。在对知识进行解析时，教师也要尽可能用以学生能够听

得懂、聊得下的生活化语言，进行知识的解析。在当前的小学科

学学科教学中，用以生活化语言，可以提示教师进行讲解与互动，

及时将知识点与学生进行交流。在科学探究过程中，教师作为学

生学习的合作者、互动者、陪伴者，也要加强对学生的陪伴，用

语言及时给予学生鼓励，与学生形成交流。科学学科中，其实难

免会遇到一些专业术语、专有名词，如电路、串联、升华、液化等，

如果对这些教师习以为常的词语进行运用，学生难免难以跟上教

师的思路，或者出现思维断层，在每节课预设时，教师能够进行

先期排查预设，尽可能让课堂语言“接地气儿”，与学生生活相

契合，把握教学的语言。

三、结语

在当前的小学科学教学中，建构生活化教学模式，通过情境

构建、情景设定、生活化语言以及生活素材等的带入，全面丰富

课堂，使得学生的学习落实于具体的知识和学习中，以此带动学

生的学习，鼓励学生参与到日常的讨论及互动中，为学生的学习

与知识的增长做以铺垫，以此完成学习任务，鼓励学生主动接收

科学知识，积极做以科学探索，以此形成基础科学素养，了解基

本科学知识，形成对事物的科学化认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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