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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科学教学中德育工作的改革与创新研究 
◆陈广志 

（双河中心校  黑龙江七台河  154552） 

 
摘要：小学生，就如同初生的太阳，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与希望。从教育

的角度来说，小学，是学生性格发展以及学习习惯养成的重要阶段，在

小学科学课程的教学实际中，改革创新教具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以

及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科学课程教学是人类的

发展研究的缩影，是与小学生的认知秩序与发展秩序等十分相符的，与

小学生不断发展的认知逻辑与认知特点有着巨大的相似性，另外，小学

科学课程的教学内容都是一些与学生的生活实际、兴趣等有着紧密的关

系，小学生由于熟悉或者感兴趣这些科学知识内容而连带着对科学课堂

教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由于在小学生课程教学培养体系中的

受欢迎程度日趋高升，小学科学教学的重要性也逐渐突出。因此在教学

的实际过程中，教师必须注重对于教学模式以及教具的改革和创新，进

而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本文旨在研究小学科学教具的改

革与创新，希望能够为小学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关键词：小学科学；实验室管理模式；改革；创新；教学内容 

 

 

小学阶段，是学生思维发展以及能力养成的重要阶段，小学
科学课程，作为我国义务教育中的重要课程，对于学生科学精神
的养成有着其他学科不可比拟的作用。同时，小学科学课程也是
未来学生学习物理、生物以及化学的基础，因此，在小学阶段学
好科学，就能够为学生将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做好科学思
想的启蒙，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以及实践能力。那么接下来，
笔者就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从小学科学教具的概念、小学
科学教具改革与创新的意义以及小学科学教具改革与创新的具
体策略等三个部分简单谈一谈在现阶段如何进行小学科学教具
的改革与创新。 

一、小学科学教具的概念 
所谓的小学科学教具，其实质就是在小学科学课程的教学实

际中使用的辅助教学的，帮助学生理解和揭示科学真相的教学工
具。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具体课程、具体教具的使用，能
够让学生加深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并且更好的幫助教师完成课
程的讲授，同时，教师也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自行制作教
具，进而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实践能力。 

二、激发学生科学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培养小学生的探索精
神 

小学生由于各种各样生长发展环境以及学习生活环境的影
响，而导致小学生对于生活中事物的认知方式以及对于学习生活
的兴趣点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从崇高的科学理想到默默无闻的研
究者，有的小学生想要翱翔九天，体验航天英雄的探索外太空之
壮观美丽，有的小学生想要和爱因斯坦、霍金等人一样用科学的
眼光来解释世界以及宇宙万物，有的小学生想要致力于生活科技
的发展来促进人们的生活便捷，有的小学生想要钻研医疗科技来
提高医疗技术。理想各异，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与依托点都是"科
学"。无论是大到宇宙世界，还是小到生活实际，小学生的对于
科学理想的蓝图绘制就是最初的科学学习兴趣与科学学习动力，
是小学生进行科学学习的最原始的内驱动力条件，但同时，也是
最有效的动力促进因素。小学科学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应该首先从
小学生的学习动力出发，积极地运用教学内容中的趣味性因素来
唤起学生的学习发展热情，进而提高兴趣与积极性，有效展开一
些具有着科学研究特征与趣味实验特征的有趣的科学小实验，逐
步提高小学生的科学见识，并在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与日俱增
的基础上逐渐培养小学生形成一定的探究精神与科研精神。比如
教师可以利用小气球来引导学生进行经典吸附实验，教师先给每
一名小学生分发一只气球，再让小学生准备一些碎纸屑，将气球
放在头发上摩擦一会儿，使其靠近纸屑。学生会惊奇的发现纸屑
都被气球粘起来了。小学生对于气球天生就有一种兴趣，教师正
好利用小气球的兴趣来进行科学实验教学，既能够提高小学生对

于科学实验的兴趣，又能够引导小学生在日常事物中发现科学知
识与科学现象地探索欲，激发小学生的探索兴趣，培养小学生的
探索、探究精神。 

三、联系实际生活，引导小学生独立思考 
小学生对于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事物的学习热情是很大的，并

且由于教学内容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有着相当大的联系，会使得他
们对于实验教学有一种熟悉感与认同感，避免出现小学生的不适
应或者知识断层。但是要注意的是，教师在进行有效结合实际的
时候一定要注意认真考查学生的生活实际，做到教学内容与生活
实际的有效联结，不能出现在城市小学的科学实验教学过程中运
用一些城市小学生不熟悉的材料，如运用一些昆虫、特殊植物等
一些来进行科学实验，小学生由于阅历有限，加上小学生的认知
能力与认知积累都受到生活环境等的限制，会大大的降低教学效
果的。其次，一些教师要在选择实验类型的时候考虑到实际环境
因素的影响，比如在冬天的科学实验过程中，教师不能组织小学
生进行一些观察蝴蝶是如何化茧成蝶的实验，相反，可以有效利
用冬天的一些环境因素等来进行有效实验教学，如研究冰的融化
或者升华等。教师只有真正的联系了生活实际，并且针对生活实
际情况展开一系列的有意义的、有效的实验教学，小学生就能够
慢慢从教师的关于生活实际中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研究的内容的
引导而逐渐地开始产生一些自己对于生活中的科学的独特想法，
进而经过教师的科学实验思想、方法等的教学引导而逐渐开始自
我独立思考探究，逐渐形成独立的科学思考意识与科学思考方法
等。 

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创新 
由于小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与自控能力的因素影响，小学科学

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依靠的是教师的全方位指导与引导，尤其
是在小学生的不熟悉领域，教师的教学引导的作用更加突出。因
此，在小学科学实验管理教学领域，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对小
学生掌握和学习科学知识、形成科学实验思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
响。对此，教师有必要从自身的教训能力与专业素养的角度出发
来积极地调整自身的教学方式方法，使得自己的教学能够更适应
学生的发展需求与发展目标，并且能够尽量促进小学科学的教学
效率的提升。在小学科学教学中，有很多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等，
如"合作式"教学、"探究式"教学、"竞争式"教学、"互动式"教学、
"游戏式"教学。教师可以对这些方法进行灵活应用，是这些教学
方法都能够有效地发挥出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等的作用，并且能
够通过教学手段与方式的创新等变革来促进小学生的科学实验
教学的改进与优化。 

总的来说，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管理模式的创新不仅仅体现在
这三点上，还有更多的角度与方面都还没有一一细说。但是，从
具体的教学过程与教学实践操作来说，教师要是能够从这三点入
手，认真地贯彻落实这三点，小学实验教学管理模式的改革创新
发展必会有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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