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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科学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一门核心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科学概念的学习是科学教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建构主义认为，科学概念的学习是将前概念转变为科学概念的过程。如何在科学课堂中帮助学

生建立科学概念体系，是低年段科学教师需要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小学科学；科学概念；策略 

DOI：10.18686/jyyxx.v4i1.70582 
 
2017 年秋季，科学进入小学一年级，成为与语文、

数学同等重要的基础课程。小学科学是一门以培养学生

的科学素养为宗旨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核心课程，《义务教
育科学课程标准（2017 版）》将科学概念拓展到四个领

域共计 18 个主要概念，表明科学概念的学习是科学课堂
教学的重要环节，是掌握科学方法、认识科学本质的基

础。 
一年级的学生在进入科学课堂时并非为“一张白

纸”，他们在生活与课外阅读中已经积累一些知识，但这
些概念多数是零散、片面的，如何促使学生的前概念向

科学概念转变，是低年段小学科学教师应该思考和关注
的问题。 

下面，笔者将谈一下低年段小学科学教学中的教学策
略。 

1  关注学生的前概念 

一年级学生在进入科学课堂时，好奇心和兴趣是他们
参与科学课堂的主要驱动力。在原有生活经验的基础上，

他们还没有形成科学概念，多数为前概念。前概念具有自
发性、顽固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对学生科学概念的形成具

有不可低估的副作用。因此，教师在开课之初，要有学情
调研与分析的意识，采用访谈、前测问题和问卷调查等形

式，探知低年段学生前概念的情况，这样有利于教师进行
教学设计和调整。 

如在教学“植物是活的吗”一课，随机访谈了一个班
中的 20名学生，尽管这20名学生都能够说出植物是活的，

但仅有 7 名学生能说出“植物是活的”理由，如植物是在
生长的、植物是有生命的、植物需要浇水和晒太阳等。针

对以上学情，我设计了观察种养植物变化的环节，各个班
课上使用的植物均来自于本班学生的种养结果，引导学生

发现植物根、茎、叶的变化，说说在养护过程中是怎样照
顾植物的，从而总结出植物是有生命的，它们在在不断生

长，生长的过程中需要阳光和水分。 

2  利用探究活动，在观察和记录中总结科学概念 

小学科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课程，探究活动是学生学习
科学的重要方式，低年段小学科学课的探究活动主要有问

题情境的呈现、观察、实验与记录、讨论和交流，引导学
生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科学概念。例如，在教学“它们

去哪里了”一课中，直接讲解“溶解”这一概念学生很难
接受，因此教师在教学设计中以“驴子运盐”的故事情境

导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发思考。进而设计实验，对
比观察并记录食盐放入水中前、刚放入水中以及充分搅拌

后的样子，交流讨论：食盐去哪里了呢？学生的回答如下： 
学生 1：食盐化了。 
学生 2：食盐还在水中，只是我们看不到了。 
学生 3：用嘴尝一尝如果水是咸的，就说明食盐还在

水中。 
在实验中，学生亲眼见证了食盐由一个个白色的小颗

粒变为肉眼看不到的小颗粒进入水中，此时教师再讲解这
样的现象被称为“溶解”，学生理解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在前一个探究活动的基础上，创设驴子运“小石子”
和“红糖”的情境，思考会发生什么，再通过实验探究证

实自己的猜想。学生在建立“溶解”概念的基础上，推理
出小石子不容易溶解在水中，而红糖可以溶解在水中，进

而拓展到生活中常见的溶解现象，在发展学生归纳推理的
基础上，体会科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 

在教学“磁铁”单元时，学生在已有的生活经验基础
上能够说出磁铁能吸引铁，也能说出教室里哪些地方有磁

铁，但对于磁铁吸引铁这一概念缺乏科学的证据，对于磁
铁是否能吸引其他材料的物体还不够了解。因此以小组为

单位开展探究活动，先将准备的材料分类、编号，明确材
料名称，再用磁铁吸引，从而检验自己的猜测。尽管有些

学生能够说出磁铁“同极相斥、异极相吸”，但什么是磁
铁的磁极，不同形状磁铁的磁极之间也存在相同的规律

吗，是教师需要引导学生通过探究活动进行研究的。借助
磁力测试卡和回形针，测试磁铁不同位置的磁力大小，利

用条形磁铁和回形针、铁粉盒等材料验证磁铁的两端是否
为磁力最大的位置，从而引出“磁极”这一概念。对于磁

极之间的相互作用，两人一组，通过改变小车上磁铁的摆
放位置以及磁铁的形状，引导学生在探究中归纳总结出磁

极间的相互作用。 

3  多样化的实验设计，加深对科学概念的理解 

在小学科学教学中，通过科学探究学习科学概念是一

种有效的接受和掌握科学概念的方式。而仅通过一个实验
设计，学生很难完全理解和掌握科学概念，因此为了满足

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教师可以改进一些实验的常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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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设计开放性实验，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例如，在教学“空气能占据空间吗”一课中，本课主

要帮助学生形成的科学概念为：空气可以占据空间。但如
何通过探究实验证明空气占据空间呢？结合教材，可以设

计如下三个层次的实验活动： 
3.1  基础型 
以教材中提到的实验方法开展探究活动。课前教师准

备纸杯、纸团、双面胶、水槽、打气筒等材料，依次开展

压杯入水、扎孔观察、打气观察三个实验活动。每个实验
之后均以问题为导向，引发学生思考，从实验现象中初步

理解“空气可以占据空间”这一概念。 
3.2  进阶型 
带着假设完成验证实验，再通过观察实验现象得出结

论对学生来说难度不大。但当实验材料简单改变，在已知

“空气占据空间”的基础上，分析实验现象时学生却存在
难点。如图： 

 

针对学生存在的不能很好的利用科学概念解释科学
现象的情况，可以再通过改进实验材料的方式加深对科学

概念的理解。准备乒乓球、半个带盖矿泉水瓶、水槽，观
察矿泉水瓶放入水中乒乓球的变化，对比乒乓球直接放在

水中的现象，从而总结出占据瓶子空间的是空气。对比以
上两个实验，找到类似的实验步骤，发现水可以把空气挤

走，空气同样可以将水挤走，重新占据空气。 
3.3  创造型 
开放性实验可以在课后拓展阶段完成，可以作为在理

解“空气占据空间这一概念基础上的延伸。如准备两根吸

管、装有半瓶水的塑料瓶、一块橡皮泥，思考在不倾斜也
不改变瓶子形状的前提下，如何利用空气将瓶中的水挤出

去？引导学生通过所学的知识和查阅相关资料，设计空气
将水挤出的小实验。 

另外，还可以准备一只气球和细口瓶，将气球放在细
口瓶中并将瓶密封，用力从气球口吹气，观察现象并思考

出现的原因。这一实验建议在学完“压缩空气”后开展，
尝试用已知的科学概念解释科学现象。 

以上多样化的实验设计，都指向同一个学习目标，
即理解“空气可以占据空间”这一科学概念。由实验现

象总结科学概念，再在概念的基础上解释其他实验现象，
在理解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

维。 

4  借助多媒体技术理解抽象的科学概念 

在小学科学低年段的教学中，也会出现一些较为抽象

和微观的科学概念，学生理解起来较难。多媒体技术的应
用，可以引入图片、视频、声音、图像等优势，从多角度

多维度地对科学概念进行建构、讲述和分解，有利于学生
从某一点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对知识点有一定程度的

理解。例如，在教学“压缩空气”一课时，教材中提到从
微观的角度分析空气容易被压缩的。但分子这一概念对三

年级的学生来说难度较大，因此引入“空气微粒”这一概
念进行解释，把“空气微粒”比作一个个大小相同的圆圈。

在教学中，结合图片和动画，便于学生理解。展示压缩前
空气微粒的分布情况，画一画活塞向下压和向上拉时空气

微粒的分布，思考空气微粒的数量、大小和距离有无变化。
联系生活，尝试解释给自行车打气、充气蹦床下压时空气

微粒数量、大小和距离的变化。 

5  借助模型理解事物的特征和变化规律 

模型建构这一种科学探究方法，可以促进学生主动参

与探究活动，亲身经历探究的过程，自主构建科学概念，
从而有利于产生有效的思维进阶。例如，在教学“太阳、

地球和月球”单元时，利用实物进行模拟实验探究影子形
成和变化的条件，学生直观体验了改变影子的方法，进而

根据实验现象分析光源、阻挡物和影子三者之间的关系，
初步了解影子成像原理在生活中的应用。学生在二年级时

已经对月相有了简单的认识，知道月球本身是不发亮的，
我们看到的月球发亮部分的形状被称为月相，通过观察记

录初步了解月相是在不断变化的，但对于月相的变化规律
还不清楚。三年级教学中可以借助地球、月球、太阳的实

物模型，帮助学生探究月相变化的规律。 
模型建构作为一种重要的探究活动方法，在帮助低年

段学生理解科学概念的本质特征和变化规律方面有着重
要意义。 

总之，小学科学的学习在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促进
科学素养形成中有着重要意义。低年段小学生对科学知识

充满着探究兴趣，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关注学生的
前概念，通过探究活动促进前概念向科学概念的转换。同

时关注科学概念与生活的联系，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
在科学实践中采用多样的活动设计，促进低年段学生科学

概念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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