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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科学课程与初中化学课程的衔接 
——以《铁钉生锈》一课为例 

薛锫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  江苏  南京  211200） 

摘要：根据小学科学教学的特殊性，以及初中课程种类繁多的特点，为了减轻学生初中学习的压力，尽量将初中教材中简单讲

解的内容在小学教学阶段详细讲解，在实践中渗透科学思维，掌握科学方法，养成良好的科学观念。本文从探究铁生锈的条件来渗

透“控制变量法”的科学思维，掌握“控制单一变量”的科学方法，养成科学防锈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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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提到小学科学课程是一门以培养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

的基础性课程[1]，小学科学课程致力于让学生：体验科学探究和实

践的过程，学习基本的科学知识，掌握观察、调查、比较、分类、

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推理、论证等基本方法，形成系统的科

学思维和初步的科学观念。而初中化学课程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为主旨，帮助学生了解科学探究的基本过程和方法，培养学生科学

探究的能力[2]。从小学科学和初中化学的课程标准整体来看教学的

共同方向是相契合的，但是小学科学与初中课程的衔接存在部分内

容重复、详略不当的问题，实际上在初中课程的教学中很多内容都

讲解的比较简单，所以需要小学科学老师在小学教学阶段予以渗

透，本文以《铁钉生锈》一课为例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浅谈小学科学

课程与初中化学课程的衔接。 

一．衔接的必要性 

小学升初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进入初中后学习科目增加，

很多学生都一时适应不过来，不少学生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不同程

度上的心理问题。如果学生无法尽快的去适应初中的学习环境，很

多方面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从教师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认

识到教育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尽量将初中教材中简单讲解的内容在

小学教学阶段详细讲解，合理渗透，这样将大大减轻学生在初中学

习时的压力，当然这对于教师来说增加了备课和教学的难度，不仅

要熟悉小学科学教材，还要熟悉初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的教

材，增大了小学科学教师备课的广度和难度。从学生角度来说，小

学科学比较重视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能在科学探究和实践的过程

中，学习科学知识，认识科学概念，掌握科学规律。 

二．衔接的重要性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小学科学分成了物理学、化学、生物

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等分支，虽然它们具有研究方法的差异，但

也共享了一些通用的科学方法，呈现出相互渗透、交叉融合的趋势。

小学科学课程是义务教育阶段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具有基础性、

实践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作为九年一贯的整体设置，小学科学与初

中课程呈现递进的关系，小学的内容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不断

地加深、拓展，而初中课程在此基础上继续强化、巩固，同时小学

科学与初中课程又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从而使学生的知识得以升

华，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三．衔接的教学策略 

基于《铁钉生锈》一课的教学内容从小学科学的教学出发，将

初中教材中简单讲解的内容在小学教学阶段详细讲解并进行对比，

并从探究铁生锈的条件来渗透“控制变量法”的科学思维，形成“控

制单一变量”的科学方法，意识到“科学防锈”的重要性。 

1.生活体验诱发联想导入新课 

采用跟生活相关的自行车生锈的情景，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

觉，借助学生的生活体验，引导学生利用生活经验开动脑筋，回归

生活学习科学，自然亲切地引出问题、导入新课。本环节学习的重

点是铁钉生锈的条件，教材安排了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目的是让

学生明白铁钉生锈的原理，并应用于生活中--正确防锈的方法，真

正做到理论应用于实践中。 

笔者在教学中设计了如下的导入：“最近老师遇到了一个小麻

烦，老师新买的自行车生锈了，请看大屏幕（出示生锈自行车的图

片），瞧！就是这辆，车轮处生锈了，不仅影响美观，还给我骑自

行车带来一些不便。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由于铁制品生锈带来不

便的例子呢？”以生活体验开启本节课的学习之旅。学生基本能答

出一些例子，答不出来的学生就提示他们从课本的例子中找一些灵

感。 

2.感官体验初步感知铁锈与铁的不同 

首先多方面观察比较铁锈和铁的不同之处，这里其实并不难证

明产生了新的物质，但还是需要继续探究，一步步推进，激发学生

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让学生思考;要想弄清楚铁生锈到底是什么变

化，还得先弄清楚铁和铁锈是不是同一种物质,再出示新铁钉和生锈

的铁钉的图片，提问：对它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展开研究？（颜色，

光泽，空隙，手感，敲击，导电性……）然后教师提供材料（自制

电路检测器、榔头、磁铁、铁、铁锈等），要求学生观察铁锈，寻

找证据，并做好记录。(安全提示：如果身体有伤口，请不要接触到

铁锈。) 

然后学生依次汇报观察和比较的结果。 

物质 颜色 光泽 空隙 手感 敲击 导电性 

铁钉 灰白色 有 有 光滑 较韧 易导电 

铁锈 红褐色 无 无 粗糙 较脆 不易导电 

最后教师总结：通过刚才的观察和比较我们发现铁与铁锈的确

有很大的区别，但要说这就能证明铁锈是不同于铁的新物质还为时

过早，因为以上描述的都是物理特征，所以并不能说明产生了新物

质，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更有利的证据吗？不如我们先来研究铁生锈

的原因，或许我们能从中找到我们想要的新证据。  

3.探究铁钉生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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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 六年级上册科学 九年级下册化学 

 

探究铁钉生锈

的原因 

让学生开动脑筋，进行猜测，然后设计探究实验，通过控制

变量法（见下图，控制水或者空气一个条件变化，其他条件

不变）进行实验。“控制变量法”的渗透学习对后续的科学

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教材中对于探究铁钉生锈的原因篇幅比较少，在这里需要

在小学科学阶段详细的探究。这样在初三学习化学时将能

够顺利的理解铁钉生锈的原因，大大减轻了学生初中学习

的压力。 

探究实验：控制

变量法 

 
 

铁生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到底结果如何需要留一周的时间，

让学生每天观察，并且记录观察到的现象，再经过思考后得出结论。

以上为第一课时的内容，留一周的时间让学生亲自观察，亲身体验

铁钉生锈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设计了第二课时。 

4.亲身体会，得出结论 

经过一周时间，学生基本都能观察到：既有水又有空气的试管

中铁钉的生锈现象最严重，只有水的试管中铁钉也有轻微的生锈现

象（这是因为水中也有少量的溶解氧），而只有空气的试管中铁钉

没有生锈。所以根据观察到的现象能得出结论：铁钉在既有空气、

又有水的条件下最容易生锈，即空气和水两者都是导致铁钉生锈的

原因，缺一不可，由此可以衔接初三化学的内容，提示学生其实这

是铁与氧气和水共同反应产生了一种新的物质铁锈，这就是铁生锈

的原因，铁生锈是一种普遍的化学变化，生活中随处可见，这是一

个将小学科学与初中化学衔接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教师可以利用

得出的结论：铁与氧气和水共同反应产生了一种新的物质，来渗透

这是金属与氧气反应中的一种，从而达到小学科学与初中化学衔接

的目的。 

5. 联系生活，科学防锈 

学段 六年级上册科学 九年级下册化学 

 

 

科学 

防锈 

生锈是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本环节从探究实验中得出的结论

出发，从生锈的源头上考虑，学以致用，分析各种铁物品的防锈

方法（擦去水分、喷漆、覆盖瓷釉、加入其他物质制成不锈钢等）。 

九年级下册教材中主要是让学生对防止生锈提建议，在科

学防锈这一部分的讲解比较简单，所以在小学科学这一部

分需要详细讲解。这样在初三学习化学时学生能很快的理

解并说出防锈的方法。 

改变铁生

锈的条件

之一来防

止铁生锈 

 
 

以上是我对小学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二课的《铁钉生锈》一

课的教学环节，下面我将继续对这一课将如何与初中化学九年级下

册第八单元 金属和金属材料的衔接做出阐述。 

在第八单元 金属和金属材料的课题 1 金属材料，介绍了几种

重要的金属，比如铁，铝，铜等，还介绍了合金，教师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在小学科学的教学中教学铁是重要的金属中的一种，可以请

学生说一说日常生活用品中哪些是铁制品，如果有学生提到了自行

车就可以顺利过渡到《铁钉生锈》一课的导入环节，当然也可以有

其他的导入，导入环节设计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感知这就是生活中

经常见到的。而课题 2 金属的化学性质首先教学的便是金属与氧气

反应，在小学科学《铁钉生锈》这一课的学习后学生学到了铁钉在

有空气、有水的条件下容易生锈，所以空气和水两者都是导致铁钉

生锈的原因，缺一不可，由此可以衔接其实这是铁与氧气和水共同

反应产生了一种新的物质铁锈（铁锈主要成分 Fe2O3·xH2O，稍作

介绍即可，不需要学生知道具体的反应过程，只需要学生了解这是

铁与氧气和水共同反应产生的一种新的物质铁锈），这是一种化学

反应，这样学生在小学期间就建立了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真正区

别就在于是否有新物质产生。课题 3 金属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中金属

的腐蚀与防护与小学科学《铁钉生锈》这一课是契合的，从了解铁

钉生锈的原理入手来防止铁生锈，这就是科学能指导生活的大大的

证明，通过《铁钉生锈》一课的学习后学生在小学期间就能留心防

止铁生锈，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其实，因为小学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所以不仅可以与初

中化学衔接，还可以与初中物理，生物，地理衔接，在接下来的教

学中我将继续探究小学科学与初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衔接的

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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