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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科学教学中如何有效的快乐教学 
◆胡  蓉 

（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教育局  贵州铜仁  554300） 

 
摘要：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仅仅凭借教师的说教是无法有效实现小学科

学教学目标的，因此，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针对科学知识展开积极探究，

通过探究来获取知识，以此来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另外，要想最大限
度地调动起学生的探究积极性，就必须让他们感受到科学探究的乐趣，

从而帮助其深入理解科学知识。基于此，文中重点分析了小学科学教学

中如何有效的快乐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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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小学生而言，针对他们开设科学课程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其

探究科学知识的兴趣，并逐渐形成积极创新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并非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这些均属于小学科学教学中实现快
乐教学的源泉。因此，小学科学教师应该让学生实现快乐学习。 

一、对学生加以充分了解，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 
1.让题型更有趣 
尽管小学科学课本中的部分习题极具科学性，但是，学生在

做练习时往往会感到单调无趣，这主要是由于它的形式不够新
颖，难以充分地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因此，教师应该改变题型，
增强其趣味性。一般来讲，常见的习题形式主要包括情景题、故
事题、游戏题和儿歌题等。以苏教版小学科学教材五年级上册第
二单元“光与色彩”这一部分知识的教学为例，首先，教师可以
向学生讲述一则小故事：“众所周知，放大镜对太阳光的折射作
用能够使纸片燃烧。相关人士运用此原理做了一个更大的实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希腊的一名科学家让六十个人站在码头上
面，每人拿着一面大镜子， 并且将太阳光折射到附近的小船上。
短短几分钟内，小船就燃烧了。然后，教师提问：通过此则故事，
大家能够总结出太阳光、小船 与火之间隐藏着哪些科学道理
呢？”从而不仅激发出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活跃了课堂氛围，而
且还调动了他们参与光的观察和探究活动的积极性。 

2.采用有效的教学方法将抽象的知识变得具体化 
就小学生而言，由于他们并不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与语言应

用能力，因此，难以深入理解科学知识中的部分术语与规则，从
而打消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为此，在开展小学科学教学时，教
师应该为学生创建相应的学习情境，以此来转化科学知识，并以
直观的形式帮助学生理解，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其中，多媒
体技术的应用就能够将抽象的知识转化成具体的知识，这主要是
由于多媒体能够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来刺激学生的各种感官，活跃
他们的思维。以苏教版小学科学教材六年级下册《有趣的食物链》
这节课的教学为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课件将
以下片段播放给学生：一只稻螟虫趴在了嫩绿的禾苗上，青蛙在
其旁边跃跃欲试，蛇在青蛙的旁边正准备发起攻击，然而，此时，
一只鹰却从天空中飞来，并朝向蛇俯冲。学生观看完视频以后一
定会议论谁吃谁。然后，教师可以趁机引导学生思考这四种动物
之间的关系，当他们明确了食物关系后，再针对食物链展开研究。
比方说，在讲解《物体的热胀冷缩》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课
件向学生播放“小朋友烧热水”的画面，当出现“装满水”与“水
烧开的过程中向外溢水”的画面时，教师应该提出问题，以此来
引导学生展开探究，最后当他们将“物体有热胀冷缩的性质”这
一结论得出后，再展示一段“铁路工人在修路期间，每隔一段需
要挖开一道裂缝，将沥青填进去”的课件，然后再呈现问题，在
修路的过程中为何每隔一段就需要挖一道裂缝？搭建线路时为
何不能扯得过紧？结论被得出之后，教师再次展示课件，对比演
示不开裂缝和开裂路面的热胀冷缩情况，以此来拓展学生的思
维。  

二、遵循教学规律，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 
1.化“静”为“动”  
在以往学习某些动态内容时，由于受到了教学条件和教师自

身专业水平等方面的制约，难以进行动态展示，只能通过静态演
示来讲解知识，以此来帮助学生在大脑中对知识的动态过程进行

构建。因此，要想有效地解决此问题，就应该要求教师探究出一
种动态的教学方法，从而能够巧妙地呈现知识。以苏教版小学科
学教材四年级下册《关节》这节课的教学为例，教师可以和学生
一起活动自己的关节，让其获得最真实的体验。基于此，学生在
学习知识时就会充满乐趣，并且还会积极探索自己的身体部位，
从而既激发出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同时还提高了教学效果。 

2.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师生之间的互动既有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

够达到“快乐学习”的目的。因此，在开展小学科学教学的过程
中，教师应该积极创新游戏形式，并将其融入学生当中。比方说，
教师在讲解与“纸”有关的内容时，可以将学生带到操场上，然
后将他们划分成几个小组，以小组为单位用纸制造小房子。此时，
一定能够激发出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教师帮助他
们做一些简单工作，并给予其适当地指导。最后，学生们看见自
己制造的小房子，肯定会激动不已，每个人均感受到了成功的快
乐。 

三、防止快乐教育中出现不良现象 
在开展小学科学教学的过程中，部分教师过于追求教学的快

乐，并未对课堂教学的最终目标引起重视，虽然课堂中充满了快
乐，但是，并未实现学生的知识目标。以苏教版小学科学教材四
年级下册《物体的运动方式》这节课的教学为例，课前，一些教
师会将提前准备好的小风车发给每名学生，然后，让他们对风车
的运动方式进行观察。在实际教学中，尽管学生们在教室中玩得
很开心，但是，他们却始终在比较谁的风车更漂亮，并没有认真
观察风车的运动方式。由此可见，此种教学方法造成了不良现象
的出现。因此，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快乐教学不应该只以学生的快
乐为目的，而是应该积极引导他们通过做游戏对各种现象展开观
察研究。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开展小学科学教学的过程中，要想做到“寓教

于乐”，就应该要求教师不断地创新教学方法，并对各种教学方
式加以充分利用，另外，还应该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以此来激
发学生参与科学教学活动的热情，从而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科学素
养。 

参考文献： 
[1]张文侠.浅谈在小学科学教学中如何实施快乐教学[J].

学周刊, 2016(7):102-103. 
[2]尹世霞.谈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中的快乐探究学习[J].科普

童话, 2015(9). 
 

作者简介：胡蓉（1968 年 8 月-），女，白族，籍贯：贵州
省铜仁市，学历：大专，职称：一级教师，工作单位：贵州省铜
仁市碧江区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