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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拓展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乔金石　夏玲玲

（连云港市墟沟小学，江苏连云港 222000）

摘要：随着我国小学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教学者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可尝试从课程资源的角度入手，即合理拓展科学

课程资源，让小学生从各个方面学习科学内容，在培养他们好奇心的同时，促进小学生科学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形成，最终

发挥科学教学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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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课程相关标准指出，科学课程需要具有较强的开放性。

这种开放性是指教学资源选择的开放性，即拓展课程资源。通

过拓展科学课程资源，教学者在调动小学生的好奇心，锻炼他

们科学、高效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同时，使他们感受到科学的

魅力，促进小学生的全面发展，发挥科学育人的实际效用。

一、科学拓展课程资源开发的内涵

科学拓展课程并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由于受到教学范围及

目的的影响，科学拓展课程资源开发在不同的地区，其内容、

教学方式具有明显的差异。本文的科学拓展课程资源具有双重

性目的。一重性目的有利于实现科学教学目标。二重性目的促

进小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观察能力、验证思维、实践能力）。

与此同时，科学拓展课程资源具有较强的多元性，即教学内容

（课程资源、学校资源及家庭资源）的多元性，教学方法的多

元性（STEAM 教学理念、微课教学、合作教学等）。

二、科学拓展课程资源利用的原则

（一）增强科学拓展课程资源的生活性

在拓展科学课程资源中，教学者可从生活化的角度入手，

搜集相应的教学内容，让小学生感受到科学内容的生活化气息，

将科学看成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让他们在探究生活问题的过程

中感受科学的魅力，增强小学生的思维缜密性、发散性。

（二）提升科学拓展课程资源的适度性

在具体落实中，教学者需落实适度性的原则，一方面需

保障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保

证科学知识教学的深度性，让小学生在科学的学习中获得正

确的思维方式以及看待社会的正确视角，充分发挥科学的育

人作用。

（三）提高科学教学线上与线下的结合性

教学者可构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科学拓展课程。在线上

课程资源的拓展中，教学者可从学校入手，比如学校的图书馆、

实验室以及相应的设备等。在线下课程资源的拓展中，教学者

可从小学生的生活入手，比如绿色植物、小动物或是天气等。

更为重要的是，教学者可将这两种方式进行结合，即从线下发

现科学现象，并在课上验证这些现象，推动科学教学的良性发

展。

三、科学拓展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策略

（一）充分开发和利用学校课程资源

1. 教学者资源

在教学者资源的利用中，学校及相关领导可借鉴下面措施。

措施一，学校及管理者需正确认识开发和利用学校课程资源的

重要性，并区分拓展课程资源与校园课程资源，将学校课程资

源的利用发挥到极致。措施二，合理构建学校课程资源之间的

联系。学校管理者需合理运用教学者与管理者、教学者与教学

者、管理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让上述三重关系进行彼此互

动，相互影响，增强科学拓展课程资源教学的实效性。措施三，

构建外向性、科研型的教学者队伍。学校及管理者可充分利用

各种资源（社区资源、家庭资源）等，即让教学者研究各种形

式的小学课程资源，加强教学者的专业探究能力，促进外向性、

科研型师资队伍的构建。

2. 实验资源

在实验资源的利用方面，为了让小学生在科学实验探究中，

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以及唯物观念，学校及教学者可借鉴如下

内容：内容一，学校可在实验室中张贴科学家及名言，让小学

生在名言的影响下树立正确的实验观念，在实验的过程中更为

科学地认识世界。内容二，学校可构建实验区域角，让小学生

饲养课本之外、适于生存的动植物，拓展他们的眼界。内容三，

教学者可让小学生改装生活工具，构建实验教具，或是实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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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制作，让科学课堂更具有趣味性。

3. 网络资源

在网络资源的设置上，教学者可注重拓展课程内容设置

的多元化、学习的标准化。为此，教学者在实际的执行中，

可遵循上述“两化”。一是多元化。教学者可在网络上搜尽

与科学相关的课外内容，并真正将这些内容进行分层梳理，

即在网络上构建相应的科学模块，让小学生结合个人的兴趣

了解相应的科学常识开展相应的科学实验，最终达到促进小

学生科学意识形成、思维方式升级的目的。二是标准化。在

小学生进行网络科学知识的学习中，教学者一方面需培养小

学生的信息辨别能力，另一方面应设置相应的网络课程学习

时间和内容，让小学生保持科学学习的新鲜感，促进科学课

程资源教学作用的发挥。

（二）巧妙利用和开发家庭课程资源

家庭课程资源是科学拓展课程的外延。良好的家庭科学教

学氛围一方面可促进科学教学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能培养小

学生科学综合素质。为此，教学者需重视，并巧妙利用和开发

家庭课程资源，在争取家长支持的情况下，合理构建、执行科

学课程建设。在实际的执行中，教学者可从培养家长正确的科

学观、构建家校协作模式以及推动小学课程三方面实施。在培

养家长正确的科学观方面，教学者可定期与家长沟通，做好家

长的建设工作，让家长意识到开展科学教学的必要性，并主动

参与其中。在此之后，教学者可构建家校协作模式，即让家长

协助小学生搜集生活中的科学现象，或是开展科学手工制作，

拓展科学课程资源的外延。在实际的科学课程构建中，教学者

可让小学生及家长介绍相应的科学活动实践过程，并将其中的

过程以文件的方式发送教学者。与此同时，教学者可整理这些

内容，并将其纳入到科学的课程中。在此，教学者介绍一位家

庭的小学课程探究活动。这次活动项目的名称是立体养殖。在

一个小瓶子中有绿色的植物、水、鱼和泥鳅。泥鳅和鱼的粪便

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养料，植物的光合作用为鱼和泥鳅提供氧气。

由此形成一个立体的生态系统。

（三）合理发掘生活的科学课程资源

在拓展科学教学课程中，教学者需克服学校教学内容即为

科学课程资源的错误认知，立足于小学生现有的生活，挖掘其

中的科学课程资源，让他们感受到科学中的生活性元素，激发

他们探究的潜能。比如，教学者可让小学生观察生活中的动物、

植物，并提出相应的问题，让小学生从科学的视角思考，增强

他们的科学探究能力。针对秋天的落叶，教学者可提出问题：

1. 这是何种树木的落叶？

2. 树木的生长需要哪些条件？

3. 在树叶中，水分是如何运输的？

4. 树木是如何进行光合作用的？

5. 树木对于人的益处有哪些？

通过这一系列问题的设置，教学者一方面可培养小学生的

好奇心，另一方面可让他们从科学的角度探究上述问题，即让

小学生通过查询资料、设计实验等多种方式，解决上述问题，

提升小学生的综合探究能力，构建生活化的科学课程。

此外，教学者还可从将校园的小池塘纳入到科学课程的构

建中，让小学生从科学的视角探究其中的现象。

1. 池塘中生活着哪些小动物、植物？

2. 这些动植物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3. 当某种生物消失后，会对其他生物造成影响吗？

4. 在生活中哪些行为可使小池塘中的水受污染？我们应如

何保护小池塘？

通过上述问题的构建，教学者将生活中的现象纳入到科学

课程中，让小学生认识生物，懂得生物之间的关系，促进他们

正确观念的形成。

总而言之，在课本之外有丰富的小学课程资源。教学者需

跳出为课本论的思想，从实际入手，充分运用各种生活资源、

教学资源等，拓展科学课程的外延，使他们在科学学习中感受

自然的鬼斧神工，培养他们敬畏自然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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