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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教学在小学科学实验教学中的渗透路径
孙楚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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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科学，是小学生阶段比较重要的一门学科，其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旨在结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培养学生

亲自动手操作科学实验的能力。科学来源于生活，随着新课改的提出，要求教师应将教学的重点放在培养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究能

力以及创新意识的加强方面。因此，实施生活化教学方法，将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进行完美结合，能够引导学生更深入的了解科学知识，

强化学生应用和实践，提升学生用科学知识解释和剖析一切生活中的现象，有助于提升小学生的综合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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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生自身的特点以及发展阶段出发，他们在这个年龄阶

段对于科学理论知识的理解能力还比较薄弱，如果不结合生活实

例对学生加以引导，那么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效率都堪忧。而小学

科学实验是这门课程的重中之重，如果能在实验教学过程中融入

生活元素，让小学实验更贴合于生活，那么学生对于科学的理论

知识会更容易接受，也便于理解，更重要的是能提升学生的动手

操作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大大提高小学生对科学这门学科的学习

兴趣和积极主动性，对于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和提升也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一、生活化教学法对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提升小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形成正确的科学

观

在进行小学科学实验的教学过程中，作为实验的主要参与者

和实施者，他们需要通过不断的重复实验来验证某一个科学知识

点，因为在科学这门课程中，大部分知识都较为抽象且难以理解，

对于小学生来说，如果不辅助于实验进行深入理解的话，那么学

习起这门课程可谓是比较艰难的。而生活化教学法，通过实验本

身与生活进行紧密相连，能够促使学生一边进行实验，一边思考

实验中蕴含的科学知识，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对基础知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而且通过重复的实验，他们对科

学将有更立体和全面的认识。另外，科学是严谨的，在实验过程中，

任何一点错误的操作都将直接影响实验的数据，因此小学生在一

次次的实验过程中将逐步养成谨慎的态度和追求完美的实验观，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保证实验数据的准确性，以促使学生在一次

次的实验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科学观。因此，在实际进行实验操作

的时候，老师一定要留给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提供给学生动

手能力锻炼和展现的最好平台，从长远发展来看，能促进小学生

的全面、综合发展。

（二）有利于帮助教师提高实验教学效率和质量，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

生活化教学法，其本质是通过日常生活中蕴藏着的科学道理

或者人生哲理来帮助学生更深入的理解教材中的文本知识，加深

他们对知识的记忆以及促使科学与生活的紧密结合。因此，在小

学科学实验教学过程中，引入生活中的实例，不仅能够帮助学生

勇敢地迈出实验的第一步，增加学生实验的自信心，而且还能够

帮助学生树立对实验的正确态度，让学生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实验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学生亲自从实验中得

出与课本的理论更符合的结论，他们或许才能真正明白这句话所

坚持的科学观的真正含义。另外，需要特别提醒老师一点的是，

小学生前期需要老师从旁协助的需要较多，但是一旦学生能够独

立完成实验之后，老师就要给予学生更多的空间让学生自己在摸

索中成长，让学生真正体会到生活化教学法对实验的意义所在，

如此一来，学生对科学实验的兴趣自然而然就提高了，学生也会

更积极地加入科学的学习当中。

（三）有利于学生对科学知识的深入理解，提高学习兴趣

相信不少老师在翻阅小学科学教材的时候会发现这样一个问

题，那就是书本中理论知识和实验是分开的，但是二者之间又存

在某些直接的联系。而教师的教学对象是小学生，不管从学习能

力方面还是认知能力方面来看，小学生可能达不到通过老师的口

头讲解、强制记忆或者课前预习对知识就能完全理解并掌握的程

度，那么这时候老师就要想办法了，通过怎样的教学方法才能将

理论和实验能完全结合起来呢，生活化教学法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通过日常生活情境的导入，教师先阐述其中蕴含的科学知识，然

后让学生自由通过实验的方法来验证，最后辅助于老师对重难点

的再次细化和巩固，小学生学习起来科学这门课程可能就不是那

么困难了，知识理解起来也容易多了。

二、在小学科学实验中生活化教学法的实施策略

（一）创设教学情境，促进教学氛围生活化

创设生活化的情境，将学生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生活实际情

境引入到实验教学中，不仅能够丰富实验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学

生能够完全沉浸在实验过程中，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主探究

的积极性，不用教师刻意引导，学生就能自主学习，使得教学课

堂的生活化氛围更浓，与学生的实际生活更贴近。

例如在学习《物质的变化》这一节内容的时候，为了让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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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们更能深入地理解物质变化所需的环境、条件以及应该如何预

防，首先教师可以引入生活中常见的例子作为导入。在家中，吃

不完的食物如果不放在冰箱就很容易出现发霉的现象，浴室洗完

澡之后如果不及时擦干水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在浴室的墙壁上

出现霉斑，那么霉斑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呢？为了和学生一起探索

霉菌的生长环境，在课堂上，老师可以事先准备两片面包，在放

入密闭的塑料袋之前由学生在面包的一半处滴上几滴水，然后将

塑料袋封闭严实分别放在有太阳的地方和凉爽的地方，让学生每

天都注意观察面包表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详细记录每天面包

的情况。大约 2 天之后，学生会惊奇地发现放在温暖地方的面包

滴水的部分已经发霉了，没有滴水的部分却完好无损，但是放在

凉爽地方的面包似乎还看不出任何变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

结论，那就是霉菌的生长环境一般都要满足温暖、潮湿的条件。

通过学生对整个过程的亲自参与，并将生活中的实例作为实验的

中心进行自主探究，相信小学生们在回家之后会立刻告诉家长家

里的面包应该如何保存。通过生活化教学方法，学生们不仅积极

主动地参与到实验过程中，兴致颇高，而且他们还能快速的理解

课本中的知识，如铁是如何生锈的，更好的培养了学生举一反三

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展开探究活动，促进教学过程生活化

科学其实是从一个个有趣且极具探究性的实验中衍生而出的。

如果学生能从小就培养他们自主探究的精神，养成自主探究的习

惯，那么他们一定能从自己的动手实验过程中发现科学的奇妙之

处，体验到学习科学的乐趣，并爱上科学这门学科。在学习和“水

的溶解”相关知识的时候，首先教师可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

中是不是都有吃糖的经历，将糖放在口中，或者用舌头搅拌，或

者用牙咬碎，慢慢糖就融化掉了。然后，为了让学生们参与到实

验的过程中，掌握和溶解相关的知识，可以将班级内学生分为几

个小组，做这样一个模拟实验。首先在烧杯中加入热水，然后将

事先准备的一小块糖放入到烧杯中并使用玻璃棒进行搅拌，同学

们会发现随着搅拌的进行，糖的溶解速度会加快。为了和这一实

验形成对比，另外一个实验可以在糖加入烧杯之后不拿玻璃棒搅

拌，然后对比两个烧杯中糖的溶解速度有什么不同。另外，为了

验证糖的溶解速度与接触水的面积大小是否有关，有怎样的关系，

学生还可以参考以上步骤再进行一系列的实验。相信在以上实验

都结束之后，学生一定会更深入的理解糖与水接触的面积越大，

溶解得越快，加快糖在水中的运动速度，也能使糖溶解得更快这

部分的理论知识。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只要老师善于观察并将其合理的应用到教学课堂中，那么课堂的

教学质量和效率一定有显著的提高。

（三）拓展课外活动，促进科学教学生活化

当然，学生学习科学这门课程，由于科学学科的实践性和应

用性都较强，因此，学生一定不能被牢牢的束缚在实验室中，殊

不知，大自然才是学生学习科学最好的老师。学生在广阔的空间

中也能做实验，只不过此实验涉及的范围更广，学生的自由空间

也更大。例如在对“天气”这部分知识学习的时候，其中涉及“观

测风”这个知识点，如果单凭老师空洞的讲解风的形成，风向怎

么判断等等，势必会让学生感觉模模糊糊。但是应用了生活化教

学法，我们就可以借助生活中的现象或者特殊的道具来判断风力

和风向，例如红旗、炊烟以及树叶的摇晃等等。首先在实验开始

之前，每位同学在教师的引导下可以制作一面简易的红旗，然后

选择比较空旷的地方，举起红旗，大约需要两分钟，在这个时间

段内，学生要注意观察红旗的摆动并记录下具体的时间和方向，

之后进行总结，得出结论，期间红旗指向哪个方向的时间最长那

么此时的风向就是其反方向。总之，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是课内

知识的延伸和知识更好的应用，只有将课内与课外进行无缝衔接，

学生才会将生活与科学联系起来，更有利于学生对课内所学知识

的巩固，又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培

养学生建立正确的科学观，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有利于学生科

学素养的尽快形成。

（四）选用生活化材料，促进学科应用生活化

开展实验，离不开实验器材的辅助，可能实验室的器材容易

给学生带来一种陌生感，因此，我们提倡可以从生活出发，选用

一些带有生活气息的材料当做实验的器材，例如酸奶瓶、饮料瓶

等可以用作探究浮沉现象的材料，树叶、种子等可以制作成标本，

而快递箱、没用书本可以制作成小汽车、小船等。总之，教师一

定要借助生活化教学法积极鼓励学生变废为宝，培养学生建立良

好发展的科学观。

三、结语

总而言之，要想最大限度地提升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的质量和

效率，让学生由心而发爱上科学，那么教师就要善于应用生活化

教学法，将书本世界与现实世界进行恰当的融合，让生活中的每

一处细节都能作为实验的素材，鼓励学生从生活出发来看待科学

蕴含的哲理，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最终使得每一位学生都能建

立乐于探究、乐于思索、乐于科学学习的良好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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