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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科学教学方法的创新研究  
◆朱相海 

（南平市建阳区莒口中心小学  354200） 

 
摘要：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科学课程体系的建构，必须要全面地、深刻

地理解核心素养的内涵，然后在进一步明确核心素养理念下科学课程教

学目标与教学内容，进而才能达到提升学生科学学习能力、科学精神以

及科学思维的目标， 终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具备良好科学素养的人

才。本文就基于核心素养的小学科学教学方法的创新途径进行了探索，

以期为提高小学科学“教”、“学”质量提供更多的借鉴。 

关键词：核心素养；课程体系；建构；小学；科学 

 

 

核心素养被提出后，在全球教育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关注，学
界对核心素养的研究也日渐深入化与系统化。核心素养就是个体
能够主动采取一定的学习手段来获取更多的知识与能力，使自身
能够在社会上实现更高的价值。因此，小学科学教学目标就是不
断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科学精神，使学生能够具备良好的科学
实践能力。 

1、确立课程目标，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小学科学课程标准》（2011 版）中明确了小学科学课程性

质：一是以培养、提高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的课程，二是体现科
学本质的课程；三是综合性的科学课程。由此可见，小学科学课
程的目标就是要帮助小学学生树立起正确的科学学习观，不断提
高自身的科学素养与科学综合实践能力。但是，学校在确立课程
目标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小学生的年龄、既有科学知识、理
解能力、实践能力等因素，应将课程目标与学生科学知识学习规
律、科学知识学习需求相结合，不同进行教学目标的优化与调整，
并充分与核心素养的四项能力相结合，使教学目标更加符合小学
生的“ 近发展区”，进而才能达到培养、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的
目的。 

传统的科学课程体系的建构主要是以培养学生科学知识为
核心，这也是造成教学中主体设置发生“错位”、科学教学质量
低的主要原因。在核心素养视域下，小学科学教学应在突出学生
为本的基础上，侧重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进而才能达到提升
学生科学素养的目的。 

2、设置合理的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科学思维 
课程内容的设置，既要涵盖基础科学知识，还需要对学生的

科学精神、科学学习能力以及科学逻辑进行培养。这就需要在教
材中、教学过程中有机地融入相应的教育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
在课堂科学知识学习过程中，逐步树立起正确的科学观，进而才
能促进其科学素养的养成。 

首先，强化科学知识学习。科学知识的学习就是要通过基础
的科学知识教学来丰富学生的科学知识体系，使之能够对日常生
活中的科学现象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认识，为培养其科学素养
奠定基础。 

其次，强化科学学习能力。核心素养视域下，学生的科学学
习能力是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形成的重要保障。学生只有具备了
良好的科学学习能力、实践能力，还能在学习与实践过程中获取
更多的科学知识，才能逐步形成良好的科学思维，进而为树立正
确的、积极的科学精神奠定基础。 

3、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丰富教学资源 
“互联网+”背景下，现代教学理念、教学方式以及学生的

学习方式均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同时，也为现代教育提供了一个
崭新的教学、交流、分享平台，并引发了教育理念、教学模式等
的新一轮创新热潮。目前，互联网成为教学资源开发、共享、利
用的主阵营，也成为了教师进行教学模式创新的重要途径。基于
核心素养的小学科学课程体系建构过程中，教师也要有机地融入
“互联网+”，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科学学习资源。教师可以结合
现行小学科学实验教学大纲、学情、教学目标，利用“互联网+”
中的各种科学实验教学资源平台以及其中的各类符合教学实际
需求的科学实验教学资源，为学生们创设更多的、能够满足学生
个性化科学实验学习与实践操作的教学内容，在丰富自身教学教

材的基础上，还可以为教学模式的创新奠定基础。同时，教师也
要积极地、主动地利用互联网与全国中学科学一线教师进行沟通
与交流，不断进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的交流与分享，进而达
到不断提升自身教学水平的目的，为进一步提高教学模式创新质
量提供有利的帮助。 

4、强化科学实验，培养学生问题意识 
传统课程体系下教师忽视了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导致学生

因缺乏良好的思维意识、探究能力，其在遇到科学问题、科学现
象时不知道如何提出来，这也是导致小学学生科学学习质量低下
的主要原因。因此，教师应侧重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敢于、善
于提出自己问题，才有可能运用所学习的相关知识对问题予以进
一步地假设、猜想，并通过自主学习、探究问题的正确答案。与
此同时，教师也要引导学生能够在科学知识学习、科学实验操作
过程中积极的思考，并将思维、质疑、探索、释疑融入到科学学
习之中，进而达到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科学思想的目的，
终实现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的目的。在小学科学课程体系建构过程
中，必须重视对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使之能够在日常的科
学知识、科学实验学习与操作过程中，不断完善、提升自身的科
学思维品质，能够自主地透过科学实验去观察、探索更多的科学
知识与科学现象，进而为提高自身科学素养奠定基础。 

结语 
小学科学课程是全面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学科，基于核

心素养背景下小学科学课程体系建构必须对教学目标、教学内
容、教学模式以及教学质量进行系统的研究，使之能够在体现学
生科学核心素养的基础之上，也能够为全面培养、提升学生科学
核心素养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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