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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究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应用探寻 
尤兰琴 

（北京师范大学包头附属学校  内蒙古  包头  014030） 

摘要：众所周知，小学科学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更是为初中、高中理科类科目打基础，因此学生需要学好科学。在学

生没有知识基础与学科领悟力的情况下，怎样让小学生对看似很有乐趣，实则学起来比较难的科学知识产生兴趣，成为困扰老师们

的难题。在小学培养阶段，教师要注重科学探究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应用，提高学生对科学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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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下小学阶段科学探究中的难题 

1.1 老师的讲授方式太一板一眼 

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来说，正处于专注力集中时间不长的年龄

段，所以课堂上，孩子的专注力仅有十几分钟左右，没有耐心在一

堂课中安静地学习。面对这种状况，假如科学老师再选取灌输式的

培养方法，会引起孩子的听课效率低。时间长了，孩子就会有不喜

欢学习科学的想法。所以，科学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以学生为主

体，与孩子多沟通，了解孩子们对科学科目中哪部分知识比较感兴

趣，从孩子们感兴趣的内容着手。建议老师不要用填鸭式的教学观

念对孩子展开教导，应综合目前优秀的培养观念与方法，尽快跟孩

子们建立联系。讲授书上的图文知识时，老师们应当运用网络，给

孩子们播放有关自然界的影像，由此来抓住孩子们的注意力。 

1.2 科学探究的效果较低 

前面说了科学探究的过程中，孩子们的注意力不能够集中，许

多孩子的专注力被课堂外的其他事物所吸引，所以激发他们的兴趣

就尤为重要。唯有孩子们的兴趣有了提升，科学探究的效果才能伴

随着提升。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对事物未有较全面的认识，一般对自

然科学存在模棱两可的认知。同时科学探究方法还未形成良好的习

惯，这些状况成为科学探究效果低的原因。还有些老师在教学中，

只是教师自己在传达教学内容，没有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也让孩

子们探究的主动性不高，在某种层面上阻碍了科学育人目标的实

现。 

1.3 有关的科学配置不够 

在以往的培养观念中，小学科学这种科目没有引起学校的足够

重视，所以学校也没有专门为这门课程准备相关教具，也让孩子们

的实验课堂中少了很多必需的学具。教学实验用品是为了方便老师

讲授用的，并没有给孩子提供亲自动手操作的机会，所以孩子们没

有办法动手探究到相关知识。此类状况正是学校忽略了孩子是学习

的主体，学校将科学探究的优先权给了老师，却使孩子们被动地接

受知识。孩子们的探究踊跃性不高，会加剧孩子们对实验操作的恐

惧心理。所以学校需要引进更多的相关学具配置，确保孩子们可以

亲自动手探究实验。 

2.科学探究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2.1 联系现实生活开展科学探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小学科学的课本里，不仅涵盖了很多领域的知识，还包含了

许多生活中的现象。经过接近生活的方式，孩子们不但能认识到科

学对生活的必要性，还有助于老师们展开接近生活的培养方式。接

近生活的培养方式能够在实际层面上，将笼统的科学知识转化为真

实情境，使学生产生对科学的兴趣。此外充足的生活经验也有助于

对学生的引导和启发，孩子们的学习会更加深入，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科学探究能力与领悟力。 

教师应注意将书本知识与现实结合，运用周边所能运用的事物

进行探究实验开展。如在《岩石与土壤》的实验课上，学校四周就

是很好的探究场地。老师可以带着学生走到户外，让孩子们真实地

看到外面的岩石和土壤。教师根据实验要求，让孩子们选择当地材

料进行探究。如此，孩子们从枯燥的学习中转到了课堂外，联系现

实生活展开的科学探究，能有效地提高孩子们的学习乐趣。 

2.2 运用科学实验,引导学生思考 

小学科学不仅实验性很强，内容也是大多以生活中各种事物为

基础的科目。小学生的年龄日益增长，他们的好奇心也会越来越强

烈。而他们的好奇心是想要探寻周围发生的一切新鲜事物，这很吻

合小学科学的性质。教师需要利用各种小型科学实验来激发学生的

思考，这也是科学探究在小学科学教育中的具体应用。例如,在学习

《灯泡》课程时,教师需要用实验来给小学生展示教学。在进行实验

前,教师可以让学生使用实验中的物品,例如，手电筒、电线和小灯

泡，思考如何点亮小灯泡。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

还可以调动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实验中,在实验过程中思索问题并得

到答案。 

2.3 运用多媒体技术展开课外活动 

借助多媒体技术展开对课外活动的教学,是有效提升学生科学

素养的途径之一。教师需要尽可能的运用更多元化的科学相关方式,

让学生能够在实践活动中勇于追求真理,互相合作,学会保护环境,学

习对生命的热爱。比如学习了《蜗牛》后,教师应及时指引学生进行

探究: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知了、蜗牛类的小动物正在逐渐减少，让

学生思考与探讨,展开"保护身边小动物"的活动。学生可以借助多媒

体，在网络中查找有关小动物的资料并记录,然后分析，编纂调查报

告,最后引导学生制作以"保护小动物"为主题的海报。这些活动不仅

培养了学生对科学的体验与亲近，还激起学生对科学的求知欲和热

爱,对科学的向往。 

2.3.1 借助多媒体超越教学难题 

借助多媒体可以有效突破讲授中存在的难题。小学生的形象思

维比较强,在学习科学的时候会碰到很多问题。而多媒体可以很直观

地为学生展现知识点,让学生记忆深刻,对学生高效学习有很大帮

助。例如，在《植物的身体》教学中,教师利用多媒体功能让学生看

到各式各样的植物,展示植物的内部构成与生活习性。总结几种植物

后,学生的好奇心与主动性被激发。教师借助多媒体给出一个知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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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鼓励学生自己总结,把所学知识框架内容完善起来,帮助学生高效

学习。 

2.4 设计难题情境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面对孩子们在学

习过程中的认知冲突，应鼓励孩子们敢于猜想和实验，由此来培养

学生的质疑精神，帮助孩子们在学习中积极解决新难题，加强学习

效果。 

如《生活中的材料》，老师们可以在课堂上为孩子们准备眼镜、

测量尺等物品，同时提出“有谁知道它们分别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

吗？”鼓励孩子们思考，让学生自己去寻找答案，说出物品制作的

材料。并用可替换的材料跟孩子们提出“能用上面提供的材料替换

吗？”等问题，引导孩子们认识材料的特性，经过探究获取最佳答

案。此外以开放性问题作为课堂探究的课题，探讨话题以真实情境

为主，让孩子们对现实事物进行猜想，能不断提高孩子们的思考能

力。经过“是什么材料制成”的问题，使孩子们对材料进行一一排

列，经过“能否用其他材料替换”的问题，使孩子们认识到材料的

特性，提高生活化教学的质量，提升孩子们的认知。最后运用所学，

从而保证探究式教学成果。 

2.5 拓宽想象空间，鼓励学生提出疑问 

目前小学科学教授过程中，应确保结果与过程并重。因此老师

在实际教学中，应当以生活化的讲授为基础，使孩子们展开想象的

空间，由此提升学生的想象力，促使孩子们的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

得到基本的保障。在教学中，孩子们的学习过程有困难，没有办法

得到准确答案，而且一部分问题会跟孩子们的认知有冲突。因此，

老师可以在孩子们得到答案的同时，不断地认同孩子们的想法，鼓

励他们勇于提出疑问，增强孩子们的质疑精神。如《风的形成》教

授时，老师让孩子自主探究发现风形成的原因，经过孩子们主动探

究，增强对科学的认知，增进孩子的学习效果，提高科学素养。 

2.6 合作探究，加强交流 

老师与学生多沟通，学生与学生之间多沟通，在沟通中产生思

维的碰撞，孩子们的学习能力会得到很大地提升。同时有助于孩子

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进。合作交流，促使孩子们全方面素

养的提升，提高小学科学的教学质量，取得互惠互利的教学目标。 

在《种子发芽》的实验课上，教师运用“想一想”进入教学实

践的第一个环节。拿出一个黑色袋子，里边放入各种植物的种子。

孩子们对袋子内的事物产生好奇。在这个基础上老师打开袋子，拿

出里边的种子，老师提问：“豆子是什么植物培养出来的呢？”孩

子们想到答案后，老师再及时进行问题引导。“若将袋子里的豆子

直接种植，豆子会发芽吗？”大部分孩子在生活中看到过泡豆子，

由此会明白豆子需要水才能发芽。教师还可以采取几人一组的方式

进行小组合作，以小组为单位亲手种植豆子，并及时记录和观测豆

子的萌发及成长过程，最后上课汇报交流。小组的建立不仅可以高

效地激发出孩子们的探究欲，还有助于孩子们在探究中共同解决难

题，从而促使孩子们的科学能力培养。 

2.7 用教师指导替换教师演示 

在小学科学的教学中,让学生对科学产生兴趣是不可或缺的。为

了能使学生观察到实验过程,教师经常使用演示实验的方法。教师的

演示,虽然能让学生很快学到知识,但却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

力。所以需要教师将演示法转换为指导法。合理地引导学生自主探

究,是科学探究的有效方法之一。 

例如,在学习《有趣的磁铁》时,为了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师常会

使用铁屑为学生展现磁铁的磁性。因为道具较小,教师自己演示,后

边的学生可能看不到实验现象。为了让学生都能看到实验现象，教

师需要一遍遍地演示,不仅浪费时间,且错失了学生动手探究的机

会。因此教师应先给以实验方法的指导,再让每位同学自己动手操

作。学生拿一张纸,上面放好磁铁,用另一块磁铁隔着纸吸纸上的磁

铁,并且不停变换移动方向,就可以认识到磁铁的规律。还可以让学

生玩“滑冰的游戏”。让学生先裁剪好多样化的动物,卡通人物等,再

用铁制的曲别针固定在裁剪好的纸上,让学生在纸下移动磁铁,就可

以看到不同人物在纸上滑冰的场面。 

2.8 搭建科学探究平台，开拓科学讲授深层维度 

目前许多小学科学教师，经过科学素养方向的指导，虽更迭了

讲授理念、多样化了讲授方法，但却无法认识到科学探究的重要性。

不系统的科学探究，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探究的教学效果。面对

这样的教育难题，需要老师们拓展科学探究项目，结合孩子们的真

实生活，再通过孩子们的反馈及时调整。一方面培养孩子们的探究

能力，另一方面提升孩子们的思维发展。向所有孩子开展探究式学

习，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促使每个孩子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最

后，无论哪种科学探究方式都无法离开教科书与课程标准的指引。 

结语 

综合以上结论，探究式教学跟科学教学目标具有一致性，跟新

课改目标也一致，教师要能适时地运用这方面的知识与方法。当下

教师在实验课授课过程中还有很多不足，对科学探究的实践效果还

有很多提升空间。将科学探究方法融入到小学科学中，不仅可以提

升孩子们的发散思维，还能训练孩子们严谨的思维逻辑。在教授过

程中，教师先提出疑问，引起孩子们猜想，产生问题，使孩子们打

开想象的空间，再带着孩子们做科学探究，最终获取正确的答案，

这对于学生学习科学有着重要的意义。若教师可以将科学探究的观

念融入到教学中，将对学生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在整个教育中，

科学探索对儿童今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作用，值得被广泛

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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