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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科普文的教学价值与策略探寻
曹若文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摘　要】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科普文的有效教学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本文采用了内容分析法，分析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若干科普文的教学实录，探寻小学语文科普文的教学策略，旨在促成科学光辉与人文情怀相统一，让小学

科普文走出课堂，走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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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文，顾名思义，就是促进科学普及的文章。科普文章

采用的表达方式，主要是说明。科普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科学说明文，一种是科学小品文。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科普文以知识性、平实性、条理性和准

确性等特征为主，当然也不排斥生动性、形象性的表达。那么，

在小学部编版语文教材中的科普文，它的教学价值是什么？怎

样才能挖掘它特有的优势，闪现它的光彩？

一、科普文的教学价值

科普文章自身的文字魅力与逻辑实力，使得课堂中的科普

文教学具有颇多的利用价值。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上，科普文

教学具有它独特的实用价值；有关科普知识在人们现实生中的

应用，它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而科普文自身的魅力而言，它

的美学价值不容我们忽视。对于科普文教学的价值，笔者总结

为实用价值、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下文将展开详细的阐述。

（一）实用价值

1. 普及基本的科学知识

王荣生教授认为，教材中的选文“原本并不是作为教材来

编写的，事先并非为语文教学量身定做。它们在进入教材之前，

仅仅是作为信息交流的载体， 或者是传达一种事实的信息，或

者是传达一种思想情感的信息，是作为一种社会阅读客体而存

在的。这些文本作为社会阅读客体而存在的信息价值，称之为‘原

生价值’。”

科普文往往给读者传达的是正确无误的科学知识。正如统

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科普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活泼

的文字给学生讲述了一个个有趣的科学故事，让学生了解和懂

得这些最新、最优质的科普知识，增长学生的知识，感受到科

学无处不在。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左右着我们

的思维。科普知识可以为我们生活所用。

2. 习得科学知识的表达方式

一篇篇科普文，都是图文并茂、文质兼美的文章。如《太阳》

一课在介绍太阳时，运用列数字、举例子、作比较、打比方等

多种说明方法，使一些抽象的或不好懂的知识显得具体、通俗、

明了。在课堂上，语文教师引领着学生，在细细品味中感悟语

言的魅力，从而提升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因此，

有效的科普文的教学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二）社会价值

1. 激发对科学的探索精神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指出，语文课

程要帮助学生“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学习

科学的思想方法，逐步养成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

无论是科学思想方法的学习，还是对科学态度的培养，都需要

以一定的科学知识作为载体。这就需要在语文课程中加入相关

的科学性知识。

小学语文教材中科普文的教学不仅对基本科学知识的掌握，

但主要目标不是为了获取某种知识，而是为了通过获取某种知

识，培养学生的良好的阅读习惯，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从而

激发激发科学探索的精神，以达到其教学价值。科普文的字里

行间充满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与渗透，激发学生对大自然探究

的兴趣，对动物、植物生命的珍爱，对宇宙行星的幻想，培养

学生对大自然探究的精神，形成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勇于创新、

反对迷信的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

2. 成为社会需要的科研人才

学生对科学有了一定的思考力和探索欲，他们便会发现自

己比较感兴趣的科学领域。这便有利于学生将来投身社会时，

发挥自己的专长，成为社会需要的高级人才，有利于社会的长

远发展。有效的科普文的教学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三）美学价值

科普文不仅科学地说明科学知识，激发学生探索科学的精

神，还具有文章结构美、内容美的特征。另外，一篇篇科学小品文，

有限的篇幅，却写得通俗易懂、风趣幽默、又带有强烈的文艺

性与科普效果，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如五年级上册的《松鼠》

一文，作者以清晰的脉络介绍了松鼠的外形及其生活习性。该

课文的语言也堪称经典。无论是对松鼠外形的形象逼真的描写，

还是对松鼠搭窝时系列动作的连贯描述，给学生一种文艺的美

妙的情感渗透，是学生语言积累极好的材料，是学生必备的文

学素养。科普文传达了科学发现的美、自然世界的美以及社会

人文的美，以美启迪学生的心灵，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以及

求美的价值观。审美教育，并非是文学作品的专利。有效的科

普文的教学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

二、科普文的教学策略

（一）咬文嚼字，涵养语感

用词准确严谨是说明文表达的一大特点 , 有时看似不起眼

的一个词语正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例如五年级上册《鲸》一课课堂实录中，老师抓住了“十

多米长”、“七千多公斤重”、“三十公斤到五十公斤”等数字，

让学生体会到科普文语言的准确性。

教师在教授学生科普文时，需带着学生穿梭于课文的字里

行间，在咬文嚼字中通过寻找词语来品味美点，领悟写法，最

后再次练习语言表达。所有的活动设计都应突出一个核心目标，

即紧扣说明对象的特征进行分析，引导学生沉潜到语言文字中

去，体会作者表达的准确巧妙，涵养了学生的语感。

（二）联系生活，学会表达

“科教兴国”的战略实施，“素质教育”的大力推行，“新

冠疫情”的极大影响，这些社会环境的影响，促进了网络教育

的发展。网络教育成为了 21 世纪的主流学习方式。它掀起一场

教育领域新的革命，走进了每个人的生活。

《只有一个地球》是部编版六年级上册的一篇科学小品文。

课文以简练的语言，通过地球“美丽又渺小”、“资源有限”、

“不能移居”这三个方面介绍了地球的有关知识，阐明了人类

的生存“只有一个地球”的事实，呼吁人类要精心保护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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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以赖以生存的美丽星球。

依据学情分析，学生知道要保护环境、保护地球的道理，

但对地球面临的危险和“只有一个地球”的事实，感受还不强烈，

未意识到保护地球的迫切性。教师为中心的传统课堂无法满足

学生的学习需求。因此，教师可以利用网络教学，以超媒体方

式组织学习内容，创设开放的学习环境。学生通过网络寻找学

习伙伴，分组学习 , 通过课堂讨论达到知识互补，并让学生通

过论坛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行环保宣传 , 从而达到自我发现，

自我宣传，自我教育。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原生价值出发，利用日常生活中的

网络媒介，挖掘其教学价值。学生不仅理解了文章本身重要的

信息，更重要的是，学生通过网络浏览信息，融入自己的思想

观念，进行合作交流。继而，学生自我提升了分析问题、提炼

问题、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小学语文科普文的学习，不仅建

立在生活基础上，又为生活而服务。

（三）有效拓展，读写结合

练笔也是学生语用实践的一个重要途径。科普文对客观事

物的描述、说明自成一体 , 有着鲜明的表达特质 , 对学生习作

素养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 , 课堂上教师应安排时

间进行积极的“读写结合”, 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读写结合”是阅读与写作二者的双向建构的过程，缺一

不可。于“读”而然，学生通过阅读获得了什么样的知识，然

后再由学生进行迁移到写作中，提高写作水平；于“写”而然，

学生通过写作获得了什么样的知识，然后再由学生自行迁移到

阅读中，提高阅读水平。

但是，科普文的练笔一定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生活实

际 , 选择学生熟悉并且与所学文本有联系的事物进行练笔，应

遵循“拓之有度”、“拓之有法”的教学原则。

1. 拓之有度

教师在教授《松鼠》一文时 , 可以让学生介绍自己喜欢的

一种小动物。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实物模型图片、视频等形象

性材料，先让学生细心观察 , 等发现特征后再进行练习表达 , 

激发学生学习练笔的兴趣和主动性。

2. 拓之有法

说明文的练笔要指导学生学会抓住说明要点按顺序逐段写, 

突出条理性特征。例如，要指导学生介绍自己喜欢的一种水果 , 

就要观察水果的颜色、形状、大小等特征 , 尝尝它的味道 , 了

解它的产地、营养价值等 , 而后有序表达。如果要介绍某种文

具 , 就要从外形特点、内部构造、功能作用等角度有序表达 , 

进行准确的说明。

（四）人文渗透，立德树人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课程应该“为学生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

格打下基础；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下基础”。这就

要求，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不单要引领学生理解语言、运用语言，

更不能忘了引领学生触摸历史、丰满智慧、奠基人生，每一个

语文教师都要自觉确立文化“志愿者”的角色，在教学中渗透

人文精神，让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感染，从而实现立德树

人的终极目标。

例如，三年级下册《赵州桥》一文时，教师可抓住“创举”

一词，让学生查字典、换词比较、结合语境三种方式引导学生

深入理解其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相关历史背景材料的补充，

可以让学生深入理解赵州桥设计上的创举，从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传承的角度，激发学生由衷的赞叹之情和自豪之情。  

因此 , 教师需要运用自己的语文素养和科学素养 , 品味科

学小品文的科学及文学内涵 , 彰显隐喻 , 将作者或编者内隐其

中的思想观念、科学美、人性美内化而融入学生的认知结构、

思想观念、人生感悟之中 , 借助“情”、“趣”交融的课堂教

学 , 化科学之抽象为形象 , 变高深乏味为浅显有趣。在科普文

的课堂上，教师要做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和谐统一。教师应深

入钻研文本，立足以学生为本，灵活改变课堂模式，科普文的

教学就会变得和那些记叙性的美文一样，充满夺目的光芒。

科普文中处处皆语文。科普文的层次结构严谨有序，教师

需引导学生揣摩结构；科普文的语言文字有其独特的魅力，文

字生动准确，教师应引导学生细细品味，深入感悟。通过教师

听说读写的多元教学设计活动，学生不仅丰富了知识，开拓了

视野，习得了语言，发展了思维，还陶冶了情操，必将在科普

文的天地里，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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