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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小学科学课程如何做到生活化 
◆陈  晨 

（安徽省肥西县南门小学上派分校）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日益密切。根据新课改

的要求，学生应当将所学的科学知识得以合理应用，并且将日常生活中

所遇到的实际问题，通过所学的知识技能予以解决。本文将从小学科学

教学实际，探讨如何做到课程的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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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标改革的进度不断深化，小学科学课对教师和学生
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生活中灵活运用所学科学知识。那么教
师应如何推动科学课的生活化呢?  

一、将科学探究进行生活化 
科学课程是一个操作性较强的科目，学生的学习潜力务必要

在自我实践中才能够不断提升。所以教师也要带给给学生更多的
实践机会来进行科学探索，使得学生树立起相应的科学观。教学
课程是由许多生动有趣的实验组成的，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应当像
科学家一样，不断地体验科学的乐趣，发展科学知识的探究能力，
对所学知识应当形成质疑态度。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应当借助生
活中的一些探究材料，如：书、杂志等学生比较熟悉的物品。在
进行材料选择时教师既要做到取材方便，又要做到让学生对所选
的材料极其熟悉，并且所选材料要善于进行科学探究。如：在讲
授《声音的发生》时，教师可以提供学生如直尺、硬纸板等比较
贴近生活的物品进行实验演示，而不是学生所不常见的音叉等实
验器材，从而使得实验既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又可以使学生更加
接近日常生活。 

二、课堂教学应当不断生活化 
小学课程改革之后，学生所使用的教材通过了合理化的编

排，并且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相当贴近。因此，教师在进行授课
时，应当将课堂知识性教学不断融入实际的生活中。如除了教授
课本上的知识外，还应当将学生带出课本之外的世界，因为尽管
改编之后的课本已经极其地贴近生活化，但是由于小学儿童活动
的局限性，使得其生活阅历相当匮乏，教师在讲授课本知识内容
时，可以适当地将学生日常生活进行相应的链接与扩展。 

教师在进行授课时，应当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例如在讲授
《人体的消化器官》这节内容时，教师应当让学生自己带一些饼
干之类的食物，在课堂上进行品尝，然后以小组的形式让学生利
用听诊器相互听，让学生亲身体验自己的身体奥秘，进行大胆的
揣测，做出相应的总结， 后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演示，让其观
察食物的消化过程，从而 后懂得人体的消化器官这一章节的知
识。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学生既可以懂得这些枯燥难懂的知识，
又可以将学习变得轻松愉快，还可以使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断被激
发。同时也让学生不断参与生活，体验生活。只有学生不断地对
生活有所了解，才可以使得学生对所学的知识产生一定的兴趣。 

教师也应当对教学方法进行不断创新。课程的改变是依靠教
师讲课的方式，教师应当适当地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如与学生

一起进行探究一些生活中的科学知识，使学生亲身经历科学的探
究过程。 

三、作业的布置应当贴近生活 
1.查阅型作业。如在学习《我们吃什么》一课前，可先让学

生统计自己家庭一周内吃些什么，然后让学生利用电脑、书籍等
方式查阅自己家所饮用的食品的营养作用，并与父母共同讨论，
根据实际生活情况，制定出一份食谱。 

2.创作型作业。利用学生手中的食谱为活动材料，通过一堂
课的学习，让每位学生了解科学饮食的重要性，然后把这张食谱
带回家，再与父母共同讨论修改，从营养学“色、香、味”俱全
的角度出发，根据自己家庭的具体生活水平，制定出科学营养的
食谱，这张修改的食谱又可延续到《食物的搭配》一课中使用，
从而既提高了学生主人翁的精神，也可在活动中放手让学生去创
新，更提高了每个家庭的生活质量，让学生感受到：科学是为人
的生活服务的，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科学。 

3.专题型作业。每学完一个单元，可让学生根据自己生活的
环境来选择研究课题，进行专题型的研究，如《生活垃圾的来源
和处理》《空气污染的调查研究》《小学生近视眼产生原因的调查》
等，确定课题后，学生可利用身边的资源展开调查，利用采访、
查资料、实验等方式经历科学的探究过程，以培养学生的综合实
践能力。 

另外，还有探究性、参观性的生活化作业等，这些都可以引
导学生去研究身边的生活，关注社会动态，做学习的主人。其次，
我们还应努力开发生活化的活动空间。只要你留心，就会发现校
外的教育资源是很丰富的。如与社区联谊、参加假日小队实践活
动、参观访问工厂等等，让教材、课堂作为窗口，多渠道地开展
生活化的科学活动。由此让学生展开视野，去窥视科学学习的宽
阔时空，了解人文世界的博大情怀。 

当代科学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连，生活中的知识是具有
生命力的，对儿童来说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
每一个人都应当尊重学生的生活阅历及知识水平，让知识真正走
入学生的生活中，融入学生的实际应用中。只有让科学知识变得
活灵活现，学生才更加容易去接受，才能切身感受到所学知识就
在日常生活中，从而体会到科学在生活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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