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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初中科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初中科学教育的生活化策略受到

教师的重视。初中科学是一门自然学科。科学教育过程中，如果想激发

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和增强学习效果就必须让学生去观察和感受丰

富的科学现象。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生活化策略，

将课本中的知识与现实结合起来。本文讨论了初中科学教育的生活化策

略，希望对初中科学教学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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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际生活是科学发展的温床，只有在实际生活中认识事物本

质，发现生活的实际规律，才能更好的提高科学发展水平；初中
科学课程作为科学教育的重要阶段，对于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具有
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初中科学知识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对生活
实践的探索和认识，通过对真实生活现象的思考，提高学生的认
识能力、发现能力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为了能够更好的提高初
中科学课堂的教学水平，教师应结合实际生活采用贴近生活的教
学对策，这不仅能够有效帮助学生发现生活的美好，激发学生走
进生活的热情，而且能够从丰富多彩的生活现象激发学生的创新
能力，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1 生活化教学模式创设的积极意义  
相对于传统初中科学课堂教学而言，在科学课堂中创设生活

的教学模式能够有效的将知识的传授与实际生活进行联系，避免
很多精彩的设计环节被忽略，更好的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
兴趣；在传统的初中教学课程中，受到“填鸭式”教学模式的影
响，很多科学教学过程的动手环节和实际观察环节被严重忽略，
造成学生不能够更好的走进科学，缺少一种认识自然和科学的好
奇心；与此同时，避重就轻的对科学知识进行枯燥的讲解，不仅
严重降低了科学的趣味性，而且严重限制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
造能力，对于我国素质教育教学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在新课
标教育教学的改革过程中，在初中科学课堂中创设生活化的模拟
场景，能够更好的将科学还原于生活，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生活
与科学的关系，从生活中发现科学现象，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
通过生活化的教学内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在生活中的经验激
发学习能力和发散性思维，降低课本知识的学习难度，体现教育
改革的重要意义。 

2 初中科学教育的生活化策略 
2.1 生活化的知识构建 
通过学习可以积累知识、培养能力、升华情感，学习是一个

动态生成的过程。如果认为学生学习的过程是一杯白开水，毫无
所知是不正确的，他们之所以“不知”是他们原来脑海中所学过
的知识和日常积累的经验与现学知识少了连接的桥梁。作为一名
授课者，教师可以用直接的语言和直观的行为或者提问问题或者
做实验等方式去将学生脑海中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激活，使他们在
日常生活中的经验里有所启发，能够实现心灵互通，这样学生脑
海中的新知识构建也可更加容易。 

2.2 积极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  
初中科学教学过程中，需要及时创设教学情境，将其作为科

学生活化教学工作有序开展的前提条件，目前这种方法在初中科
学教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得到了师生一致认可。生活化科
学教学的过程中以创设教学情境的方式来吸引学生注意力，促使
学生自觉参与到科学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重点进行互相交流，
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因此，在初中科
学生活化教学中，必须要积极创设教学情境，只有这样才能确保
生活化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在进行《食物消化与吸收》这一科
学内容时需要鼓励学生先了解食物中含有的营养素，消化系统器
官组成，消化道功能，食物在消化腔中的消化过程，消化器官主
要部位等内容，学生要想快速掌握这么多内容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此老师将提前拍摄好的照片展示给学生，一共有三张照片，其

中一张是学生中午在餐厅吃饭的场景，狼吞虎咽，以图片来激发
学生求知欲望然后告诉学生健康的饮食方式：小口吃，慢点吃，
细细品味米饭的甜味，还不会噎着， 后引入：为什么细嚼米饭
会感觉米饭有甜味的科学知识。 

2.3 生活化的实验器材选择 
在各种条件的限制下，短期内将设备完善有一定的难度。而

我们器材资源不仅来源于实验室设备，我们身边的物品和器具都
可以作为我们使用的资源。利用身边的物品进行实验不仅易于操
作，现象明显，而且有利于更加容易的领会科学要意，增强对科
学对生活的热爱。与此同时，也方便我们在课后开展实验，减少
限制，因此我们要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可用于做实验的物品来
弥补设备短缺问题。 

例如，在进行音调与物体振动快慢关系的实验中，通常会取
两个不同的音叉，使他们发声，然后比较两个音叉音调和振动快
慢的不同，但是这种方法不容易直观的比较音叉振动的快慢。这
时我们就可以从市场生活中取材了，取一把梳子，用手指以变换
的速度拔动梳齿，让他发出不同的声音，来研究音调跟振动的快
慢的关系。如果想探究物体浮沉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喝剩水的
饮料瓶，分别往瓶中注入不同的水量，来观察装有不同水的饮料
瓶在水中浮沉的不同情况，从而得到物体浮沉的条件。在进行压
力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的实验中，我们可以取一把菜 ，使用相
同的力来让 刃和 背分别切割橡皮泥，观察不同的效果。 

2.4 观察生活  
将科学教学内容贴近实际生活，从而来提高学生的自主意

识，鼓励学生善于观察生活，并根据教学内容需要将某些事例穿
插在科学教学过程中，以此及时引导学生主动探究科学知识，积
极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在讲解《空气的存在》这一内
容过程中，先取出一个透明的拉罐，用胶带将底部小孔封住，将
拉罐装满水然后倒置过来，结果是：水不会流出。改变方向，用
力将水甩出，水也没有流出来。通过做实验学生知道了水没有流
出来的原因是，在甩水过程中，塑料片越软，拉罐密封性越好，
空气阻力变小，压力变强；利用矿泉水瓶来研究浮力大小与液体
排开体积的关系，物体沉浮条件，二氧化碳溶解性等科学内容，
将生活中的材料充分运用在科学学习中，使得教学内容更为直
观，像这样将生活作为科学学习的载体，实现科学教学内容和实
际生活的紧密联系。  

结语 
多姿多彩的科学现象往往来源于生活，在初中科学课堂中采

取生活化的教学策略，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从生活中发现科学现
象的能力，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设计能力，对于学生未来的发
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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