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6 月（总第 205 期） 

1747  

教学实践 

小学科学教学中学生科学思维培养的现状及策略 
◆杨  隽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西寺小学  610213） 

 
摘要：科学思维就是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思维，对各种科学的思维方法的

有机整合，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探讨在小学科学课中培养学生的

科学思维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先简单介绍了小学科学教学中学生科学

思维培养的现状，然后结合笔者自身的教学实践，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

的培养策略，并强调在科学探究的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时刻带着“发展学生思维”的理念

指导学生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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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维”也叫科学逻辑，即形成并运用于科学认识活动、
对感性认识材料进行加工处理的方式与途径的理论体系；它是真
理在认识的统一过程中，对各种科学的思维方法的有机整合，它
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强调“科学学习
要以探究为核心”，科学探究能力的体现是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
科学探究过程就是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获取知识的过程。因此，在
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中，学生思维发展是教师必须关注的问题。 

一、科学教学中学生科学思维培养的现状 
1. 把科学探究等同于科学思维  
有教师认为，在科学课指导学生进行观察实验、操作实验等

探究活动就能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这种认识是不科学的。课堂
上动手做的环节学生表现很活跃，气氛很热烈，但学生交流和思
维碰撞的场景却非常罕见。这表明一节课下来学生科学思维并没
有得到发展。  

2. 存在“重活动，轻思维”的教学现象  
广州市教研究员马学军老师曾说，没有思维发展的课堂，不

是真正的科学课堂。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对活动更感兴趣，所以
很多科学教师把科学课组织成了活动课，学生在活动中表现异常
活跃。“探究”只停留在行为活动的层面上，学生的科学思维能
得到提升吗？过度重视活动的作用而漠视科学思维的培养，容易
使学生形成错误的学习观，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得不到锻炼，不能很好地掌握科学知识，更无法从真正意义上
培养科学思维。  

二、科学教学中培养科学思维的策略  
（一）提供有“结构”的实验材料，激发学生的科学思维动

力  
科学课要准备种种材料，把精心选配的材料交给学生，让他

们自主探究，是启动学生科学思维的一个好办法。“有结构的材
料”是精心设计、选择的，这些材料既要具有趣味性，又要能揭
示与教学内容有关的一系列现象。它必须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
认知规律，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体现教材的科学性。材料的选
择须由教师在实验前多次试验，确定效果才能使用。  

例如，五年级学生在研究“摆的快慢”的实验中，要实现对
几个变量的精确控制具有相当的难度。如果实验材料稍微有一些
小毛病，就会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实验材料一
定要精心选择，把干扰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对于
摆锤，教材推荐用大小螺帽表示轻重两种不同重量的摆锤。其实
当两根长短一样的摆线分别绑上大、小两个螺帽后，实际长度就
会发生变化，大螺帽的摆线要比小螺帽长（因为大螺帽直径比小
螺帽长）。笔者便将材料换成用原来“沉浮实验盒”中的小吊桶
（大、小、高、低都一样），在吊桶里分别装大小相同的螺帽，
很好地解决了以上问题。  

（二）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猜想，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科学探究需要以逻辑思维作为前提，学生的思维是由大大小

小的问题组成的，科学教学就是使这些杂乱的问题慢慢形成有结
构的体系。科学课堂教学保证学生能够运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对
于一些科学现象进行假设，并区分什么是假设和真实，还要对提
出的问题进行梳理、筛选，要给学生留有思维的空间，给学生提

出问题和质疑的机会，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思维的过程，由此培
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三）在科学探究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  
1. 填写研学案，锻炼思维的敏捷性  
我们开展的“研学后教”活动，让学生课前先进行研学，教

师设计出相应的研学案。教师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根据教材的实
际编排，并根据学生的思维、年龄和学习等特点进行课前研学、
研学任务（实验记录、结果分析）以及研学拓展的设计。让学生
在探究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自身的思维去记录观察实验过程和进
行结果分析，从而培养思维的敏捷性。 

2. 利用实验活动，培养学生的数据意识  
数据意识是指学生通过观察、实验等探究活动，在搜集数据、

整理数据、分析数据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   
（1）正确对待实验数据的差异，培养学生实事求是、认真

负责的科学态度。在探究活动中，学生会得到大量数据。这些数
据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有时是不可靠的。科学教师不应该
回避这些差异，而应积极面对，正确对待学生实验数据的差异，
引领学生对数据结果进行重新实验，以期得到可靠的数据，增强
学生对数据的敏感性，培养学生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科学学习
态度，学生的数据意识在处理这些数据时得以培养。 

（2）指导学生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探究实验数据之间的
内在规律。“科学课既强调学生亲历探究的过程，还重视在实验
过程中搜集和积累数据，强调对事物的认识，不仅要在质上认识，
更要从量的分析中得出结论。”（《科学》教材主编路培琦语）因
此，教师要指导学生对实验数据进行重新整理分析，探究内在规
律。  

在教学《抵抗弯曲》一课中的“增加材料的宽度好还是增加
材料的厚度好呢？怎么样比较？”的问题时，常规方法是把增加
宽度和增加厚度的数据表拿着对照看，但这种方法不大直观；而
如果用折线图，就可以马上对比出结果，学生也容易理解。如下
图：  

3. 利用科学实验，引导学生进行思维的碰撞  
小学科学课堂教学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交流互动的过程，

实验教学更需要思维的碰撞。学生在实验探究中不但观察了现
象，记录下数据，还获得许多成功和失败的内心感受和体验，他
们急于分享。因此，在实验结束后，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和机
会，引导学生进行思维的碰撞，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鼓
励学生用证据说话，学会观察和分析，从而达到发展科学思维的
目的。 

例如，在教学《斜面》一课时，在进行完第一个教学环节后，
得出斜面能省力的结论。教师可进一步引导学生交流：为什么每
个组在斜面上所用力的大小不同，与什么因素有关呢？让学生对
自己在探究中看到的现象、记录的数据及对此给出的解释等进行
交流、反思，这时有学生发现有的小组坡度高，有的小组坡度低。
那么，坡度不同对于沿斜面拉物体所用的力有影响吗？学生互相
启发、补充、质疑，直至最后通过实验发现斜面省力的因素。 

在科学探究的活动中，培养学生的思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教学中，教师应时刻带着“发展学生思维”的理念指导学生开
展活动。学生科学思维品质的培养，还应在教学活动包括课外活
动中，持续有效地进行下去，还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依循序
渐进的原则进行，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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