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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探农村小学生科学学习兴趣的培养 
◆董  艳 

（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村头镇中心小学  浙江衢州  324308） 

 
摘要：教师要与学生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结合生活实际，诱发学生好奇

心，借助多媒体技术，开发课程资源，培养农村小学生科学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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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认识倾向，它以认识和探索某种
事物需要为基础，是推动一个人去认识事物、探求事物的一种重
要动机，是一个人学习和生活中最活跃的因素。在科学教学中，
教师如能设法激起学生的兴趣，教学就能获得较大的成功。我在
这方面做了些许探索。 

一、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激发、培养兴趣的前提 
兴趣与感情有着密切的联系，小学生的感情表现得比较明

显，往往爱憎分明，他们对哪个老师有感情，就对那个老师教的
课感兴趣。因此，在教学中，科学教师要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
关系。首先，在上课时力争做到教态自然、亲切，说话和蔼，辅
导耐心，赏罚分明，不挖苦讽刺学生。主动了解学生学习上的困
难，伸出援助之手，并和她们一起完成课外作业。由于师生关系
融洽，学生愿意主动请教问题，积极参与到课外的探究活动中来。 

二、结合生活实际，让学习和生活联系起来 
小学科学知识丰富多彩，与日常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生活是学习科学知识的大背景，为科学学习提供了巨大的舞台和
空间。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将学习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
使得学习更具实践性与操作性。在学习《光的传播》这类与生活
联系紧密的内容时，教师可以以课本知识为基础，以生活为教材，
引导、鼓励学生到生活中寻找课本介绍的知识。比如，寻找生活
中的光源？探究光的传播方式？学生对光源的寻找充满创新意
识：太阳、星星、闪电、各种电灯、手电、蜡烛、打火机、火柴、
自然界的磷火、电视、手机、篝火等。学生在生活大背景下发现、
学习科学知识，带来了无穷的趣味。 

三、走进大自然，认识大自然，了解大自然 
农村生活环境的最大特点就是贴近大自然，像学习动植物这

一部分知识的时候，坐在教室里学根、茎、叶可说是相当枯燥乏
味，导致“死记硬背学科学”现象的泛滥。但是当你把孩子们领
到校园里，甚至到广阔的大自然中去学习植物知识，那就完全是
另外一种情况了。配合少先队“美化校园”的活动，带领学生在
校园里栽花种菜，给植物挂上名牌，孩子们为了种好、介绍好这
些植物，主动地去请教老师、询问园丁，翻阅书刊、查找生物辞
典，从而学到了大量有关植物的知识，并提高了学习植物的兴趣，
以后，他们不管到公园去，还是到田野去，都会注意观察植物，
采集植物标本，主动学习有关植物知识。学生在形式多样的科学
学习中，学习不再是抽象理论的记忆，而是生动形象的知识的展
现，学生不但掌握了新的学习方法，还学到了更多课本上没有的
科学知识，提高了动手操作能力，增加了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的
动力，还体验到了学习的快乐和乐趣。 

四、诱发学生好奇心，满足学生的求知欲 
爱新鲜、好奇心强是小学生的显著特点，精彩、有趣的新鲜

事物有助于他们高度集中地进入探求新知识的情境中来，提高教
学新知识的效果。如在教学《马铃薯在液体中的沉浮》时，为了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设置了 4 个烧杯，分别装有不同的液体，
在上课一开始，老师就依次将马铃薯放入 4 个烧杯中。看着完全
相同的烧杯与液体对马铃薯的影响却是不同的，瞬间激发了学生
探究烧杯中液体是什么的欲望，产生了学习的兴趣。 

学生的求知欲被激发起来后，老师就要精心组织教学，通过
讨论、实验、讲解等，及时帮助学生解决他们渴望知道的问题，

尽量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这是使学生对学科产生兴趣的一个很重
要的方面。 

五、借助多媒体技术，推动学习的现代化。 
随着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农村学校也已配备多媒体设施，

多媒体技术已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辅助手段。它以其生动形 象、
立体动态、任意组合的特点深受学生喜爱。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一
教学手段来化抽象为形象、化静态为动态、化“宏观”为“微观”。
比如，在学习《日食月食》时，通过模拟视频，让生活中不易观
察到的日月地三者的运动轨迹及位置关系的变化可以一目了然。 

六、开发课程资源，实现创新学习。 
开发课程资源是新课程理念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小学科学课

程更是一门具有丰富课程资源潜力可挖的学科。我们生活中的许
多材料都可以成为科学课的简易教具和学具，许多日常生活内容
都与科学知识有密切关系。教师只要善于留心，就能将这些丰富
的生活内容作为科学学习的重要资源，让学生的科学学习更加丰
富多彩，更有趣味性。比如，在学习《测量力的大小》时，让学
生自选材料测量重力，他们日常用的铅笔、尺子、橡皮就统统变
成了实验材料。这些课程资源的开发，能促使学生的学习更加丰
富多彩，更能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也使
学生的学习更富趣味性。 

总之，小学科学是一门充满趣味性的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要善于发现课程编排、教学资源开发中的有趣元素，将其作
为增加课堂学习趣味性的切入点，尽可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实现寓教于乐，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学习形式中体验学习的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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