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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双减”政策的提出，减负增效逐渐成

为教育的风向标之一。同时，课堂教学是教学工作的灵魂与

核心，若想实施高效课堂有效教学，在“双减”政策背景下，

就要认真钻研教材和政策内容，并且结合学生的实际发展趋

势，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才能将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有机

结合起来。基于此，在小学科学教学课堂中，教师要明确双

减政策背景下课堂教学发生的改变的情况下，探究行之有效

措施来为小学科学教育做加法，如此才能够真正提高该项教

学的有效性。

一、现如今小学科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学科的重视程度不足

在大部分小学的教学体系中，科学通常不参与到常规考

试中，同时其教学内容整体偏向轻松化，并且在学科教学体

系中包括较多实验内容。在该背景下，较多学生与教师对学

科的重视程度均有所不足，一些教师认为该课程的教学无须

投入较多精力，仅安排学生记忆特定关键知识点，在实验课

程中也只是安排学生按部就班完成操作，未能顾及该模式对

学生学习情况的影响，同时僵硬的教学模式亦导致学生产生

了相应的学习负担；从学生角度出发，由于科学学科不参与

到考试环节，其对于学科的学习积极性则有所降低，主观上

认为学科的教学内容没有投入精力进行学习的价值，当完成

教师布置的教学活动与课后作业时，常采取应付甚至逃避的

手段，抗拒进行学科内容的学习。实际在新课标背景下，小

学科学所培养的科学素养与探究能力，是学生在未来的进阶

学习与人生发展中的关键需求，若未能在小学阶段完成培养，

则可能导致学生在未来遭遇各类相关学习困境，为此教师和

学生应当正确认识小学科学学科的重要性，修正自身的教学

与学习观念。

（二）未能满足学生个性需求

在小学科学的课堂教学中，学生由于思维模式、认知基

础、兴趣模式等方面的多元差异，对相同教学模式的反馈也

有所不同。在部分课堂教学中，教师常选择长期采用相同的

教学模式，导致部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其学

习积极性长时间受到抑制，进而导致学习效率无法有效实现

增幅。为此小学科学教师应当注重拓展自身的教学方式，以

激发不同学生对科学的自主探究兴趣，并且根据不同学生的

发展需求，开展分层级的教学，使全部学生均能在课堂中接

受符合个性化需求的教学，从而实现教学效率的突破。

（三）难以抓住学生兴趣需求

现阶段小学科学课堂教学环节中，课程的设计性相对缺

“双减”之下，如何做好小学科学教育的加法
迟晓禹

吉林大学附属小学　130021

摘　要：在我国的中小学教育中，落实“双减”政策不仅可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还有利于促进学生进行有效学习，有利

于将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人才，同时还能够提高教学的整体质量。而要想贯彻“双减”政策，就需要教师真正了解双减政策

的现实意义，遵循提质减负的原则来探究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改进学科教学，提高学科教学的有效性。对于小学科学这门

学科来说，教师就应该要正确认识到现如今小学科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结合“双减”政策的内涵做好小学科学教

育的加法，以此积极改进课堂教学，提高小学科学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双减”政策；小学科学；实践策略

How to do a good job in addition of primary school science education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Chi Xiaoyu
Jilin University Affiliated Primary School 130021

Abstract： In China’s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mplementing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can not only reduce students’ 
learning burden， but also promote effective learning， cultivate students into high-quality talent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eaching. To implemen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eachers need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olicy，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improving quality and reducing burden to explore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ies， improve subject teaching，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ubject teaching. For the subject of primary school science， teachers should have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current primary school science teaching process， and combin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o do a good job in addition to primary school science education， in order to actively improv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mary school science teaching.
Key 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Primary school science； Practical strategies



19

科研管理
2023年5卷7期

乏，这导致教学模式呈现出较强的机械性，教学机制十分单

一。对于好奇心强烈的小学学生而言，这种单调性较强的教

学模式难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利于驱使学生积极地参

与到课堂学习环节之中，使得学生的学习效率持续降低，并

难以真正完成对课程的素质教育改革。

（四）学生课堂体验严重缺失

在过去的小学科学课程中，教师强调的是对学生进行学

习成绩的提升，这导致教学始终以教师的教学活动为主导，

学生沦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这使得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学

习体验严重缺失。这种模式之下，学生掌握的科学知识缺乏

实际的理解根基，所理解的内容也较为表面，不仅难以符合

素质教育提出的深度学习标准，更是在未来的科学实践之中

难以充分利用所学知识，使得科学课程的有效性遭到了极大

的削弱。

二、“双减”政策对小学科学教学的价值

在小学科学教学工作开展期间，通过“双减”政策的合

理渗透与落实，教育工作者可以进一步转变传统教育教学思

想对于教学工作造成的影响与束缚，其对于新时期我国教育

教学事业的多元化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在组织教学工

作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以“双减”作为导向帮助学生实现对

于课堂教学环节的充分参与，有利于为学生群体知识探究意

识和良好自主学习习惯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于学生群

体而言，“双减”政策最大的影响在于其课后作业量的充分减

轻，基于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课后降低学习负担，继而

为学生结合相关知识进行自主分析探索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

机会。

另外，在学校的教育中，十分重视对于学生综合素养的

提升，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同时丰富自身的人文

素养，从而培养出更加符合社会要求的综合型人才。在校外

培训机构参与学生教育的阶段，许多校外机构是以招生和机

构的利益为主，学生的教育培养质量为辅。没有建立健全的

学生反馈机制，不利于提升机构的教学质量，从而影响学生

的培养质量，所以在将学生的教育以学校为主，建立良好的

学生反馈机制，教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

从而改变自身的教育教学策略，从而提升学生的培养质量。

如今的社会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单方面的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

而是追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青年，在学生的教育培养中，

科学的教学方法能够帮助学生在早期建立一个系统的学习和

锻炼的习惯的，在早期习惯的影响下，学生接下来阶段的学

习会以此为榜样，对学生接下来的学校教育和终身学习都有

一定的帮助

三、“双减”政策下帮助小学科学教育做加法实践策略

（一）利用科技设备，提升教学效率

科学课程除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外，科学的由来也相对久

远。随着信息时代不断发展，当前科学领域逐渐拓展到信息

技术层面。近年来，国家不断深化“互联网 +”改革，各个

院校纷纷开始实施“互联网 + 教学项目”等方案，将教学科

目与网络技术融合，不仅可以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与效率，

同时也能够促进教学科目进一步改革与发展。因此，教师应

在小学科学教学中不断融入科学技术，促进科学与技术的相

互配合、相互促进，达到“1+1>2”的效果。不同的教学项

目需要不同的教学形式，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与单

元知识的相关内容选择合适的实验材料，充分发挥实验材料

的辅助功能，提升教学课堂的效率。教师还应及时总结教学

课堂情况，记录课堂中存在的不足记录，针对不足寻求解决

方案，不断完善小学科学的教学。

例如，教师在对“简易电路”这一单元设计教学时，首

先，需要根据学生的整体情况，设计合乎学生学习经验、认

知规律的“互联网 + 科学”教学方案。此外，教师应特别重

视不同类型学生的个性，进行针对性教学教育，促进学生整

体进步。其次，合适的实验材料往往比先进的实验材料更有

用，任课教师需要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

的实验材料，如在对电路图标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利用互

联网的数据可视化对电路指数变化进行展示与分析，加深学

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最后，教师需要善于对教学设计进行检

查与总结。教师根据准备的教学设计进行施教时，经常会因

部分突发情况而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与教学效果。对此，

教师需要不断加强对突发事故的预判，并做好相应的防范措

施，尽量减少因突发事故带来的教学损失。如在对于小学科

学的电路教学中，由于许多课程学习需要在实验室进行教学，

过程中还需要学生进行动手操作。针对电路中常见的短路现

象，教师在教学前应将短路的原因、危害及排除方法为学生

进行演示并详细地讲解，在保证学生对基础知识了解清楚的

情况下，带领学生进行实验。

（二）开展合作探究教学，突破教学的重难点

在小学科学的教学内容中，存在部分难度较高的概念内

容，在以往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在学习该部分内容时，常无

法理解教师所提供的思路，导致课堂教学价值受到影响。为

此，教师应当在面对该部分教学内容时，对学生进行小组划

分，安排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该部分内容完成探究，教师

应当保证小组合作的范围不仅要包括实验环节，预先对内容

进行讨论与实验完成后的总结也应纳入其中，在该模式下学

生能通过与同组成员进行沟通交流，从而在多元角度完成对

内容的理解，相较于由教师从单一角度进行讲述，学生在该

模式下的学习效率会更高。

例如，在小学科学“太阳、地球和月球”章节学习中，

学生通常难以理解的日月之间的运动关系，为此教师应当在

常规的基础内容教学完成后，将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构建出

的日月的基本运动模型。在正式开展实践前，学生能与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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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进行讨论交流，在此过程中不同学生可从不同视角给出

思路，如从之前所学到的知识角度，分析月球是地球的卫星，

围绕地球旋转，而地球是太阳的行星，所以模型应当是月球

围绕地球运动构成的系统，整体围绕太阳进行旋转；在分析

具体的旋转轨迹时，学生则可以应用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思考，

当其他组员提出旋转轨迹应当是圆形时，可以提出若地球围

绕太阳呈圆形旋转，则不应当存在四季差异，以此推断出地

球的运动轨迹应当是椭圆形。在小组合作的学习模式，学生

能够从多元视角完成对于复杂概念的理解，从而构建起完善

的科学逻辑思维，相较于传统由教师制定全部实验流程，得

出统一化结论的方法，小组合作模式在教学效果上具备明显

优势。

（三）适度进行教学延伸，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驱动小学生进行主动学习的主要因素，从应试思

维角度考虑，小学科学的重要性相较于语数外学科有所不足，

然而在教学内容的趣味性上，科学学科存在明显优势，其教

学内容具备相对更为充足的趣味性。教师应当在课堂教学的

过程中，通过适度引申将该部分趣味性元素进行完全展现，

从而达到激发学生进行主动学习的兴趣，通过提升学生的课

堂参与度，以达到提升学科教学效率的目标。为此教师应当

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并同步分析班级学生的兴趣模式，

从而合理选择进行教学拓展的方向。

例如，在小学科学“植物的生长变化”章节教学中，教

师应当在正式开展教学前，激发学生对于该部分内容的兴趣。

在简述植物的生长过程中时，教师不应当仅依靠多媒体设备

与教材中所呈现的图片，而是需要结合学生的日常生活元素，

来完成教学情境的构建。若班级中种植了相应的观赏植物，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其进行观察，并拓展介绍该类植物的特

征，相较于安排学生学习与其日常生活关联较少的植物，围

绕其日常接触到的部分进行拓展，更符合大部分学生的兴趣

模式，客观上保证了学生的整体参与度，并且在该阶段产生

对植物生长变化的兴趣，能够延续至后续的整个教学环节中，

从而达到了“提质增效”的目标。

（四）丰富科学作业内容，扩展学生知识视野

在现阶段小学科学作业的布置上，教师要注重丰富科学

作业内容，保证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掌握学习的方法和技

巧，帮助提升学生的个人学习能力，提升学生的科学学科学

习素养。在丰富科学作业内容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在教师对

学生的充分了解基础上，挖掘科学教材内容，结合学生的兴

趣所在，适当进行课堂教学内容的补充和扩展，也可以通过

科学作业的形式帮助学生巩固课堂所学知识，让学生可以扩

展课堂所学内容。在信息技术教育教学方法普遍应用的现代

教育课堂中，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给学生录制相关的微课视

频，鼓励学生在课后完成科学作业的过程中，就自己所喜欢

的微课视频进行观看学习。教师可以将本节课扩展的相关知

识以微课视频的方式呈现出来，帮助学生通过观看微课视频

巩固课堂所学内容，有效促进学生自身学习效果的提高。

例如，在学习“蚕的一生”一课时，在本节课教学过程

中，教师课堂中可以通过多媒体视频方式给学生播放蚕的生

长过程，让学生了解蚕生长的具体时期，以及在不同时期的

变化情况。在作业的布置上，教师可以给学生录制蝗虫或者

其他动物生长变化的视频，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教师也可

以组织学生进行蚕的养殖，在养殖过程中要注重观察，及时

观察蚕在不同生长周期过程中的变化情况，结合学生课堂所

学知识，有效进行两者之间的匹配，可以帮助学生巩固课堂

所学内容，同时也增加了学生的日常养殖体验，这对于学生

的自然教育有着较大的帮助意义，也能促进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掌握学习方法和技巧，丰富学生的个人体验，满足学生的

个人学习需要。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双减背景下，教学工作的改进非常重要的。

对小学科学来说，维持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便能实现高效率

的教学效果。在当下的教学背景下，小学科学教师具备重要

的教育职责，教师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究，采用合理的方式实

现科学引导，围绕学生的教学需要，促进教学设计，也根据

学生的具体教学需求进行合理探究。采用有效的方式促进教

育工作的进展，也奠定教育发展的有效基础，真正促进现代

教育工作的完善，实现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为学生的终

身发展提供机遇，奠定良好的发展机会，促进现代化改进工

作的进行。注重教学工作进展，贴近教育改革需求，实现现

代化的教学建设，满足减负背景下的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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