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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小学科学高效课堂的常见策略 
◆邵卫东 

（陕西省富平县张桥镇中心小学  711703） 

 
摘要：开设小学科学课程旨在培养小学生的科学素养，构建高效的小学

科学课堂要求我们在教学理念和方法上做出改变，使教学模式密切结合

小学生特点。笔者在下文中重点分析了小学科学高效课堂的构建方式，

旨在全面深化小学科学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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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科学素质的培养要从娃娃抓起，小学科学课就承载了这样重

要的使命。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科学课本身焕发出更多的活力，
不会被一些僵化刻板的传统教学理念所禁锢，因此，对于小学生
来说，科学课是全新的，也是魅力无穷的。如何促进学科教学质
量提升是我们目前需要积极关注的课题和正面迎接的挑战。 

1 运用有效提问策略，启发学生积极思维 
在注重科学知识传授的传统教学中，大部分提问是对学生的

考问，是对学生掌握知识程度的检验。而现代教学的观点认为，
提问不仅是对学生的检查和诊断，更应该是教师对学生学习活动
的支持行为[1]。教师可以通过提问向学生提示重点、强化各教学
活动间的逻辑关系、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启发学生的思维。如
《沉与浮》的教学中，教师提出“影响物体沉浮的因素有哪些？”
学生通常无法理解问题的含义，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因素”这个
词的意思。其次，问题要具体，即问题的指向性应明确，不应模
棱两可，容纳的概念太多。如，在《溶解》的教学中，教师常常
要求学生将盐、沙等物体放入水中搅拌，并提问“你们发现了什
么？”，此问题的指向性就不很明确，学生常常会答非所问，等
教师再一一引导，回到探究的问题上，时间已经浪费了很多。因
此，此处的问题应尽可能明确，如“仔细观察，食盐、沙等物体
的颗粒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学生就能直接把注意力集中在
探究的核心问题上，将大大节省教学时间。 

2 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促进学生思维意识的生成 
在学科教学活动中引导学生形成学科思维和正确学习意识

是非常重要的，在小学科学教学中，教师就要引导学生树立科学
思维和意识，提升学生客观、冷静解决问题的能力，深化知识教
学效果。这样的教学目标引导下，我们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优化
小学生的思维意识培养效果，如在教授“密切联系的生物界”时，
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制作教学课件，利用一些动物、植物做
成食物网、食物链的动画，还可以制作一些动物、植物与环境关
系的视频，在课堂上向学生播放、展示，让学生理解动物和植物
间存在的食物网、食物链，并对动物、植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有
充分认知，帮助学生建立生态群落的科学概念[2]。接下来，学生
对破坏生态群落造成的后果进行学习时，就会展开热烈的讨论，
这不但促进他们思维能力的发展，而且启发他们养成利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良好习惯。 

3 利用生活化探究问题，优化科学教学效果 
传统的小学科学实验课程中，课堂内容和形式在设计上都缺

乏科学性，导致课堂提问的作用得不到发挥。探究式教学模式下，
小学科学实践教学活动要求我们设计问题要体现探究性特点，为
小学生的科学思维培养奠定基础。课堂探究性提问设计求为要学
生保留充足的自主探究和思考空间，逐步落实教学目标，这是我
们在设计教学方案过程中需要密切考虑的问题[3]。当前，小学科
学教育运用的教材，虽然涉及到物理、生物、化学、环保和自然
等丰富的知识内容，但是我们在组织小学科学课堂的过程中，依
然会发现教学资源设置上的不合理，利用生活化资源则可以弥补
这些不足[2]。比如：在讲解“不一样的电路连接”的相关内容时，
教师就可以让学生回忆自己家里，各种电器的控制路线，然后选
择一种比较典型且简单的为学生做出详细讲解，引导其进一步了
解家中电路的基本构造，然后再让学生发挥想象力，为自己家里
设计一款科学、适用的电路连接方式。这样的生活化教学素材，
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再加上与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息息相关，更

能够调动其参与热情，以及实践操作的欲望。 
4 创建合作活动，促进自主学习 
伴随新一轮课程改革标准的提出，合作教学的活动又一次引

起了教师的广泛关注，一线小学科学教师也积极利用合作探究的
教学策略，促进学生在与他人的合作中，逐步完成对科学知识的
自主探究，从而实现高效小学科学课堂的构建[4]。例如，在开展
“植物有哪些相同特点”这节课的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应用合作
探究的教学策略构建课堂活动。从现代教育理论当中我们知道，
学生都是相互独立的存在，每个学生对科学知识的认知方向和认
知水平是存在差异的，因此，教师不能够以同一标准对学生进行
小组划分，而应当在看到学生差异性的前提下，对学生进行小组
的分配。具体而言，在“植物有哪些相同特点”这节课中，教师
在拟订“植物都有哪些特点？哪些是植物共有的特点呢？”的合
作探究项目之后，对班级中学生的植物基础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调
查，并将学生划分为“对植物基础知识掌握程度较好的学生”、
“对植物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一般的学生”、“对植物基础知识掌握
程度较差的学生”这三个层级。紧接着，教师按照学生程度划分
好的层级，对学生进行小组的分配，使每个合作学习小组中既有
对植物基础知识掌握程度较好的学生，也有对植物基础知识掌握
程度一般和较差的学生，从而促进学生在差异化水平的小组中，
互帮互助，共同实现“植物有哪些相同特点”这节课的自主探究，
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结束语： 
总之，构建小学科学高效课堂离不开教师的引导，作为小学

科学教学工作者，我们在指导学科教学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应该
积极构建符合学科特点的教学模式，致力于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
习，使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全面发挥。本研究分析了构建小学科
学高校课堂的关键方法，教学研究内容仅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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