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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教学中观察能力的培养对策探寻 
李博颖 

（内蒙古呼伦贝尔阿荣旗阿伦小学  内蒙古  呼伦贝尔  162750） 

摘要：小学科学课程教学中，教师需要考虑小学生的个体差异、认知基础以及兴趣等，注重综合分析各方面的因素并针对性培
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科学知识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他们认识到科学知识学习的意义并结合实际进行应用。
本文围绕小学科学课程教学中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研究。首先论述了小学科学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观察能力的意
义，然后对目前小学科学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境进行了研究，最后针对如何提升学生的观察能力提出了相关的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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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科学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可以充分调动

学生的感官器官，引导他们结合教师讲解的内容和知识点不断进行

思考，联系实际，训练自己的思维，并不断进行创新探索，以此更

好地提高学习能力和素养。当前小学科学教学方面在课时安排层面

较少，教师对科学课程如何进一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

观察能力等方面缺乏科学的探索研究，教师没有从培养学生科学核

心素养的视角出发来进行教学体系的优化设计，采用的授课模式也

比较固化，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入探究小学科学教学中

学生观察能力培育的意义及措施，具有深远的教育价值。 

1 小学科学教学领域注重学生观察能力培育的意义分析 
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观察素养和能力，这样可以更好地激励学

生不断深入研究，联系教师所讲解的知识进行细致的思考，全面的

研究，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断探索，以此更好地把握学习重点，

联系生活进行应用，在实践中获得更多的认知，让学生深刻认识到

科学知识学习的奥秘和意义。同时加强对学生观察能力的培育，也

有助于深化教学改革。素质教育理念的实施，对科学课程教学也提

出了新的挑战。注重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可以让教师更加关注学生

的成长，以此进一步结合学生的认知基础、兴趣爱好等优化教学内

容体系，丰富教学情境，深化教学改革，提升素质教育理念的实施

成效，更好地贯彻以人为本的教学宗旨，提高科学课程教学质量。 

2 小学科学教学中面临的困境 
当前在小学科学教学领域，还面临不少的问题。一方面科学课

程安排课时较少，科学课程授课教师少，且他们主要依据传统的教

学模式来进行授课，按照教科书的知识和框架进行讲解，不利于调

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科学课程资源不够丰富，与实际生活联系不

够紧密，教师在科学课程安排等方面探索深度不够，创新性不强。

另一方面教师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科学优化教学体系，

科学课程和其他学科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学生在课后围绕科学知

识如何进行应用等方面也没有进行主动探索，观察意识、想象能力

以及动手操作能力等都需要进一步激发和提升。 

3 小学科学教学中提高学生观察能力的措施分析 
为了提高小学科学教学质量，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科学知识

能动性，促进学生观察能力的提升，建议从以下几个层面不断进行

探索创新： 

3.1 精心准备科学课程课前内容 

在科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当深刻把握科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和

要求，充分围绕培养学生科学观察力的教学目标，提前准备相关的

授课内容，在授课内容准备之前要和学生充分的沟通，加强和其他

学科教师之间的交流，以此更全面的掌握学生各方面的情况，针对

性确定科学课程的具体授课模式和授课内容。在授课内容准备过程

中，通过借助信息技术的手段，围绕微课、慕课教学等方面进行科

学探究，以此设计丰富的授课内容，通过多元化的形式更好地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以此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让学生在不断观察中学

得相关的知识，提高课前预习能力。 

3.2 注重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 

在科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当围绕培养学生的观察意识和观察

能力，积极转变授课方式。通过引入多元化的授课方式，从而更好

地让学生认识到学习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以及重要意义，并激励他们

在不断观察中进行思考，提高学以致用能力。比如，围绕《各种各

样的天气》课程教学时，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展示不同天气的状况，

然后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感悟或者是探究相关的天气现象背后的

根源，通过开展互动学习、小组讨论等，让学生深入发表自己的见

解，在互动交流中更好地促进知识共享，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还可以结合授课内容，引入生活化的案例或情

景，然后让学生结合实际开展讨论交流，从而让学生主动观察并进

行深入思考，在互动观察中更好地感受科学知识的乐趣和魅力，从

而提高他们的深度学习意识，进一步激发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动性，

为他们开展知识的深入学习研究提供更多的帮助。 

此外，教师在科学课程教学中要精心设计实验课程教学环节，

通过实验课程教学，鼓励学生动手参与，给予他们更多地动手实践

空间，从而更好地让学生认识到实验操作的重要意义，提高他们学

以致用的积极性，在不断实践中更好地检验知识学习成效。在实验

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既可以借助多媒体来创设实验课程的情景，

展现科学知识的魅力，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师还可以通过分

组学习的方式，让学生以小组的方式进行实验操作，精心准备相关

的内容，让学生们在动手观察中更好地透过现象分析原理和本质，

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3.3 注重引导学生全方位的观察和研究 

在小学科学课程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应当帮

助学生更好地培养他们的系统思维，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构建整体

知识系统。比如，在《做一顶帽子》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联系生

活，让学生联系生活素材进行动手操作，发挥想象进行设计，教师

可以布置相关的评比大赛或者游戏活动等，让学生动手操作，亲自

设计自己喜欢的帽子，联系具体的情景进行分析研究，在不断观察

中进行总结，透过现象更好地挖掘知识背后的内涵，以此提高学生

的系统思维能力，在训练学生思维的同时，也有助于更好地激发他

们的发散意识，提高他们学习科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结束语 
总之，在小学科学教学中，教师应当围绕培养学生观察能力等

方面，联系教学目标的整体要求，从教学资源的准备、教学模式的

创新等方面进行全面探索，以此才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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