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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小学农村科技辅导工作 
◆袁  菊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小学校  610000） 

 
摘要：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永不枯竭的动力。

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２１世纪所需要的，具有民族精神、

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的人才，培养青少年的创造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广

大青少年的科学精神和科技素质，培养适应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所需要

的劳动者是时代赋予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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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课程改革对科学课提出了新的要求，“生活化、活动
化、自主化、情感化”已经成为科学的一个基本教学特点。新教
材不再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惟一依据,而是越来越成为一种教学
资源,为学生的学习提供范例。教师是教学工作的灵魂，教学水
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新课程和新教材对教师角色的专
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强调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合
作者、参与者和引导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互动，
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
在学生的探究性学习中，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亲密合作者，教师
要设计出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课来。教师不是单纯地“教教材”,
而是要“用教材教”,教师要真正成为教材资源的开发者和创造
者。 

一、注重学生科学兴趣的培养。 
充分利用农村环境的自然资源，让学生感受自然环境中的科

学，知道科学就在自己身边。培养学生用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周围
的世界。小学科学课程强调：注重小学生对周围世界与生俱来的
探究兴趣和需要，强调用符合小学生年龄特点的方式学习科学，
提倡科学课程贴近小学生的生活。这个广阔的天地是孩子们成长
的地方，是他们熟悉的地方，是他们的乐园。在这片天地里有无
数的自然现象和科学秘密等着孩子们去探索，去发现，他们会感
受到生活中科技的重要性。儿童天生所具有的好奇心会在你的点
拨下发芽。现有小学实验教学资源主要来自普九配置的自然课仪
器设施设备，由于课程的设置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耗损和老化
都比较严重，好多仪器设备都已不能再使用了。为了给学生动手
操作实验的机会，尽力使用好这些现有的有限资源，能用的尽可
能派上用场，能替代的尽可能替代，将小学科学课的实验操作课
尽可能地错开安排，避免同一时间因上同一课程时仪器设备的紧
缺，从而 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设备设施的作用。 

二、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

的人。”自学能力是各种能力中 重要的一种能力，有了自学能
力，学生就再不完全依附于教师，而是凭自己的能力去开辟自己
的天地。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创新。因此，我平时在
开展各种科技活动或现代教育技术辅导时，学生能自学弄明白的
问题，尽量精讲，给学生留下思维的空间。学习新的科学知识时，
用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对自然现象的思考，久而久之，学生的
思维能力会逐步自然形成。 

三、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动手是领会、巩固和运用知识的 有效的手段。作为科技辅

导员 重要的就是让学生在各种活动中自己动手。 
（１）明确目的。每次实验前都要让学生明确实验目的。说

的白一点，就是让他们明白为研究什么做这个实验。 
（２）设计实验。此环节是重中之重，因为做实验每个学生

都喜欢，但他们往往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盲目乱动，做了这一步
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颠倒操作过程，少做漏做，导致实验失败，
所以在实验前就要设计好实验。设计实验的过程，要靠学生的猜
想，学生会有很多创造性的想法和做法，这正是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良好契机。 

（３）明确任务。在做实验时，教师要提醒学生动用一切感
觉器官去全面观察。一是用眼，科学地看，时刻提醒学生注意用
眼观察每一个微小的地方，每一步细小的变化。另外还可以直接

给学生出示实验记录表，让学生边做边认真填写。这就是科学地
听，科学地做，它能帮助学生更全面地感知事物。 

（４）明确结果。从现象到分析比较、得出实验结论。 
（５）应用结论。学科学，关键是要用科学，如在教完＂磁

铁的力量＂这一课后，我设计了生活中的一个小例子“巧取缝衣
针”，让学生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到生活中去，这样，不仅联系
了生活实际，还培养了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这时，再让
学生把课堂延伸到课外，找出生活中利用磁铁的例子，也为后面
学习“磁的应用”作了铺垫。 

所以，注重学生科学探究的过程，即通过“动手做实验”来
进行，通过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验证问题，解决问题这样一
次次实实在在的科学探究过程，会逐步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
力，使学生真正地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四、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以敏锐机警的视角，去挖掘生活

中的科学资源。探究居室养花的学问；浇花喷水器的原理；家庭
线路的设计；天气、气温、风向的观测和记录；食物霉变的研究；
探究水壶除垢的方法等。同时，教师要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将
教学建立在学生的兴趣努力建立新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应充分
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现实的实例，根据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师
生共同创设一个生动的、有趣的、形象的，而又能引导学生主动
参与的学习情境。同时还要善于引导学生收集生活中的废旧物
品，变废为宝，使之成为可利用的科学实验资源。如废弃的饮料
盒罐，可以做简易电话、可以做听诊器、可以做小昆虫观察盒等
很多实验。作为一名科技辅导员，我们有责任与学科教师配合，
培养学生的探究、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致力于学生科学素养的
形成和发展。让孩子们感受到科学的魅力，科学无处不在。 

总之，只要我们按照创新发明的客观规律，发掘学生的好奇
心，激发他们学习的求知欲和创新的兴趣，全面提高学生的心理
素质、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充分利用各种外部和内部条件，启
迪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他们的科技创新能力，鼓励他们创造发
明，使他们都能成为我国科技技术现代化的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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