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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小学科学"三思维，三能力"创新性教学 
吴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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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照文献对比法和理论分析法首先就小学科学"三思维，三能力"进行了简要概述，其次从学生、教师、课堂等层面

提出了"三思维，三能力"的实际价值，最后基于"三思维，三能力"探究出了小学科学创新性教学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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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of "three thoughts and three abilities" in primary schoo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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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literature comparis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briefly summarizes the "three thoughts 

and three abilities" in primary school science, then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ree thoughts and three 

abil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students, teachers and classrooms, and finally explores innovative teaching measures 

of primary school science based on "three thoughts and three abiliti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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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科学教学一直是教育改革的重点，如何创新教学模式，提

高教学质量，也是小学科学教师们关注的焦点。"三思维，三能力"

创新性教学属于新型的教学模式，旨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践

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因此，本文将探究"三思维，

三能力"创新性教学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应用措施以及其意义价值。 

1、小学科学"三思维，三能力"概述 
小学科学的"三思维、三能力"，是指小学生在学习科学的过程

中应具备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具体如下： 

1.1 三种思维方式 

(1）观察思维 

观察思维是指小学生通过观察现象和事物，发掘规律和特点的

思维方式。通过观察，小学生可以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规律，进

而加深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1]。 

(2）比较思维 

比较思维是指小学生通过对事物和现象进行对比，从而发现差

异和相似之处的思维方式。通过比较，小学生可以深入理解事物的

本质和特点，进而提高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3）推理思维 

推理思维是指小学生通过分析事物的原因和结果，从而推断出

未知的事物和现象的思维方式。通过推理，小学生可以深入理解事

物之间的关系和规律，提高对科学知识的应用和创新能力。 

1.2 三种能力 

(1）实验能力 

实验能力是指小学生能够熟练掌握科学实验的方法和技巧，进

行简单的科学实验，观察和记录实验现象，从而加深对科学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 

(2）探究能力 

探究能力是指小学生能够主动发现科学问题，提出科学假设，

设计科学实验，并通过实验验证假设，从而探究科学规律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3）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指小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科学知识，发现和解决实

际问题，提出新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具有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性实践

的能力。 

综上所述，小学科学的"三思维、三能力"，是小学生在学习科

学的过程中应具备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

思维方式和能力的培养，可以帮助小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科学

知识，提高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

基础[2]。 

2、小学科学"三思维，三能力"价值体现 
2.1 对学生的价值 

（1）培养创新意识 

小学科学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引导学生从实际

问题出发，积极思考创新解决方案，培养创新的思维方式和习惯。 

（2）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小学科学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主

动发现问题，运用科学知识进行探究和分析，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

案。 

（3）培养实践能力 

小学科学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通过科学实验、

调查和观察等方式，引导学生探究问题，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2.2 对科学教学的价值 

（1）提高科学教学的实效性 

小学科学教学应该注重提高科学教学的实效性，引导学生运用

所学的科学知识进行实践探究，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2）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小学科学教学应该注重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多样化的学习

方式和创新性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促进创

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3）建立科学探究机制 

小学科学教学应该建立科学探究机制，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

探究能力，通过探究实践，提高创新思维能力。 

2.3 对教师创设课堂的价值 

（1）创设多元化的教学环境 

小学科学教学应该创设多元化的教学环境，提供创新性的教学

方式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促进创新思维能

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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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导学生探究和创新 

小学科学教学应该注重引导学生探究和创新，建立探究式教学

模式，引导学生通过实践探究，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3）提供科学思维训练 

小学科学教学应该提供科学思维训练，引导学生学会观察、比

较、分类、归纳等科学思维方法，提高创新思维能力。 

3、小学科学"三思维，三能力"创新教学措施 
3.1 设计开放式教学，培养探究思维 

在小学科学创新教学课堂中教师需设计出开放式教学，开放式

教学是一种注重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教学方式，旨在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设计开放式教学需要教师提供一个宽松、自

由、富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学习环境，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分析、

解决问题来获得知识和技能。 

例如，在教学《阳光下影子的变化》一课时，教师可以在课堂

教学之前先提出一个问题：“今天你们去操场上跳操，发现有一块地

上有一个人的影子，你知道这是什么现象吗？”学生们通过讨论与

交流后发现：影子会随着物体所处的角度不同而改变其形状、大小。

随后教师继续提问：“有一块石头，它的影子像什么呢？”此时，有

个别学生提出：“像一块石头”，而另一些同学则认为：“像一个人”。

由此可以看出学生们所表现出的创新意识与多元化的思维特征，对

此教师应进行激发与指导，进而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更为有效地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如，教师可开展探究实验，具体如下： 

（1）观察阳光下物体影子的变化，并做好记录。 

（2）教师以学生喜欢的动画人物佩奇在游戏中发现的一个现象

为导入，用视频直观地呈现实验操作和记录方法。 

（3）通过简单的日影观测器，让学生体验到在太阳照射下物体

的阴影。 

（4）通过数据分析，研究了一天中，物体在日光下阴影的方向

和长度的改变，并得出了阴影随着太阳的移动而改变的规律。在这

样的开放性教学课堂中，不仅强化与提升了学生的探究、创新等能

力意识，也进一步地激发了学生发现科学的能力，在开展实验探究

并获得观测体验后，在此学生可以更深一步地认识到，在普通的现

象中，往往隐藏着科学的真理，而这正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科学道

理，而这无疑提高了学生的科学素养[3]。 

3.2 利用 STEAM 教学概念，增强创造思维 

目前， STEAM 教育与小学科学课程的实践有许多相通之处。

可以说，运用 STEM 教育理念，能够有效地保证科学课堂教学的目

标清晰、培养效果良好，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创

新思维意识等。 

例如，在激发、培训学生的创新意识时，教师需通过激发学生

的兴趣开始，以便 

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从爱因斯坦和爱迪生从小就对科学痴迷

的事迹中发现，小学生对身边的很多事情充满好奇，达尔文对自己

身边的小虫子的好奇，都是对科学发展的启蒙，对此教师需引导小

学阶段的学生将科学理解为一个可以抄下验证的过程，经过假设推

理、实验、验证、结果等一系列的演定义绎，最后得出一个可以持

续重复和推导的过程，科学性是经得起推敲和揣摩的。而小学的科

学课程，则为 STEAM 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有机的环境，

让学生们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猜想[4]。 

3.3 创设科学实验课堂，发展学生的实验技能 

（1）动手实践实验 

基于小学科学三思维、三能力的创新教学课堂需依托实验教学，

合理发展学生的实验技能，在此基础上，教师需通过创设科学实验

课堂，给予学生一定的想象、实践空间，进而让学生在亲身体会、

亲自试验的过程中感受到探究、感悟、理解、掌握科学知识、现象

的乐趣所在[5]。 

例如，在教学《声音的传播》一节课时，具体的教学步骤如下： 

①教学目标：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明确认识到声音是通

过物体以及波动的形式进行传播的，在这节课教学中教师应让学生

感受到声音的变化，并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②创设实验教学：教师可让学生用纸筒制作出传声筒，并在实

验过程中不断激发自身的创新性思维，提升动手能力。 

③小组合作：让学生以小组合作针对声音概念进行分析，并开

展出当声音碰到物体时的实验。如，在不同的物质中，声音传播的

速度是不同的，以此让学生以探索验证自己的猜想，在学生动手制

作、验证结果的过程中，学生也可从被动接受知识转为主动求知，

在学生享受动手实验教学时，也有利于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在这

样的教学课堂中，教师有效强化了学生的科学精神、实践技能、自

主学习的能力，让学生依托“科学实验”的舞台更好地展现自我，

逐步提高自身的动手能力，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实验技能，其属于

小学科学三能力的教学目标之一[6]。 

（2）生活情境实验 

在创设生活类情境实验时，学生可从自己的生活入手，以贴近

生活的方式不断发展自身的动手实践能力，而这一点对于学生深入

理解、掌握科学知识有着重要的教学价值，同时在生活情境实验教

学课堂中，学生们还可以感受到科学与生活的直接联系，然后，教

师还可引导学生走进科学、亲近世界，最终为学生们的奇思妙想插

上腾飞的翅膀。 

例如，《认识几种常见的岩石》一课中，教师应给学生足够的时

间，让学生在动手中发现现象得出概念。在此过程中，学生可从生

活现象的角度研究出科学知识，并用所学到的科学知识为生活服务。

在学生探究完毕后，教师应告知学生们科学来源于生活，生活中处

处体现科学。教师在创设生活场景后，还可添加一些有意思的实验

或活动，最终保证其与本节课与生活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当学生

完成自主实验后，可更有效、全面地掌握所学的科学知识，最终达

到灵活运用、活学活用的学习效果。 

结束语： 
综上，在探究小学科学“三思维、三能力”创新性教学策略的

过程中，笔者通过研究与教学实践得出，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激

发学生的探究兴趣，也能够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从而

为未来的学习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引导学生

走向更好的未来，笔者相信，在这种创新性教学方式的指导下，小

学生们会愈发自信、积极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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