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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谈小学科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刘敏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中至镇中心小学  262319） 

摘要：在当前的小学教育过程中，教师扮演的角色不能仅限于向同学们传授知识，还应该瘾大学生自主学习、培养他们的探究
能力。学生独立探究、自助学习的能力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小学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时要认真钻研有效
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投入研究活动，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努力挖掘学生的独立研究潜能，
使得他们能够自主学习，促进学生自主研究思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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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小学科学课程不仅是我国素质教育中的一门基础课程，而且是

一门实践性强、综合性强、研究性强的课程。小学课程的目的是提

高学生的探究能力，学生通过学习、观察和实践不断提高独立思考

的能力，最终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然后在获得一定科学知识的

背景下进行独立、有意义的自然研究。一个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将

对他们终身的学习过程产生积极影响。科学教师要更加注重培养学

生提出问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探索学习不同的教学方法，

以便更好地指导学生，增强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形成自身

的知识结构和思维体系，实现学生在不同学科方面的综合发展。 

2.小学科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的具体措施 
2.1 创造生动有趣的课堂学习氛围 

小学科学的学科特点是实践性强、研究性强，因此它要求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在学习过程中创造生动有

趣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给学生一些启发。无论是儿

童还是成人，想要学习一些知识、技能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兴趣。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想学的东西感兴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就会形成

强大的推动力。但是如果他们对所学的东西不感兴趣，他们就会在

学习中感到悲伤和不耐烦。因此，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对促进

学生的自主学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教师无法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大大

降低，很难集中注意力完成学习任务。相反，教师在课堂上创造了

一个积极、愉快、和谐的学习环境，在这样的情境下，学生的学习

态度就会更加积极，学习氛围也会更加浓厚。例如，在“种花”课

中，教师便可以让学生去学校里实地观察学校的花坛和蔬菜，让学

生们深入大自然，从瓜果草的香味中进一步理解这节课的重点。在

一个良好的氛围中，学生整个人都会非常放松，会积极的完成教师

布置的学习任务，更加积极地进行探究与思考，这有利于提高学生

的独立学习能力。 

2.2 利用科学合理的情境引导学生学习 

只有良好的学习氛围还远远不足，学生探究能力的提升也离不

开教师的正确引导。科学教师要设定具体的情景，引导学生更好的

进行独立思考。例如，教师在讲解“摩擦”现象时，就可以让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通过搓手来体验摩擦。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学生会

发现“搓手，手就会暖和。”的现象。这时，老师可以继续提问发

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来有效地引导学生进行摩擦学习。为了更好地理

解摩擦在特定情境中的作用和特点，在学习了摩擦的特点和主要应

用之后，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有关情境学习的问题。这时候，一些

学生就会认为冬天穿衣服，脱下摩擦产生的东西会产生火花。教师

通过创建合适的情景使得学生们更快、更准确的抓住学习重点，同

时还可以提升学生的成就感。 

2.3 积极拓宽学生的学习领域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科学研究的能力，教师应积极拓宽学生的学

习领域，多关注不同学生的学习过程，鼓励学生独立学习和研究。

首先，教师应多关注学生们的学习过程，而不仅仅是学习结果。教

师应鼓励学生积极识别与自主学习过程相关的问题，并鼓励他们积

极研究这类问题，让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其

次，在小学科学教育的背景下，教师应该给学生一定的讨论自由，

在学生的讨论过程中，教师应该更多地对学生进行指导，而不是进

行严格的控制和干预，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让他们学会自主学习。最后，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种类新课程的

要求创造多种多样的学习任务，让学生们按步骤的完成相应的学习

任务。例如，学习声音的产生与传播相关的课程时，教师可以引导

孩子们利用手中不同的物品发出不同的声音，用塑料袋、铅笔盒、

桌子等物品发声，观察感受这些声音的特点，同时要给学生时间思

考，让学生主动探索声音产生的原因，培养他们的探究能力，进而

让他们感受到科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2.4 通过实验鼓励学生真正的参与学习过程 

学校是学生真正的走向现实世界的第一步，对学生以后的成长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教师在课堂教育中，要有意识地培养学

生的独立探究与思考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使学生在

日常生活中能够自发地学习和思考。由于小学对于某些学生仍处于

模糊和抽象的概念阶段，因此教师应该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

会，给他们教授具体的科学，让学生了解科学是活的。教师要引导

学生理解科学知识，培养学生在课堂上独立学习的能力，但这种教

育不能仅仅发生在有教室和黑板的情况下，教师应该多鼓励学生走

出课堂、参与真正的科学和社会活动，这对促进学生的独立性非常

重要。 

在小学，实验研究是一种新的学习方法，很多实验结论都是通

过科学实验得出来的。小学生处于一个好奇心强烈的阶段，新鲜的

事物对他们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小学教师应充分考虑学

生的实际特点，为学生设计有趣的科学实验，引导学生在实验的过

程中研究科学知识。例如，在讲授“植物种子观察”的相关知识时，

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进行种子实验。在实验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

生通过仔细观察种子的大小、颜色和形状。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可

以感受到观察实验的乐趣，真正鼓励学生参与学习的过程，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3.结论 
学校是学生走向科学世界的第一步，教师要在课堂教育中有意

识地培养学生的独立提问能力，使学生能够自发地学习和思考。在

小学科学的教授过程中，教师必须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模式，为学

生创造独立的研究情境和平台，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为了

逐步帮助学生，小学教师应努力挖掘学生的自主学习潜力，在相关

研究情境和氛围中激发学生对科学知识的思考和研究，帮助学生习

惯自主学习，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意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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