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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活为“源”，妙“享”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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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中科学作为一门理论性强、注重逻辑思维与实践能力培养的学科，具有一定的教学难度。当前的初中科学教学存

在偏重理论知识教学而忽视实验探究的问题，影响了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和进一步提升。本文主要分析初中科学教学“生活

化”的教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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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说过：“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科学知识来源于社会生活，是对生活现象的总
结与归纳。所以初中科学教学应该“让科学来自生活，回归
生活”，只有以生活为“源”，我们才能妙“享”科学。

一、教材设计生活化
课本教材的编写本身就基于客观的普遍性为原则进行编

写而成，但是每个地区甚至每个学校的学生实际情况不同，
各地存在不一样的特殊性，难以实现教学内容都能完全适用，
所以教材应该是起到范例作用，必须摈弃“教材全能”的思
想。这样的地域特殊性，生活自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教
师教学中必须具有灵活的教学思维，才能有效的发挥教材作
用。所以，初中科学教学“生活化”教学中，教师需要创造
性的合理利用教材，优化教学内容，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生
活化因素，实现科学教学生活化合理性。对于课本中的知识
应该从以下几种方式进行教材设计：（1）善改。善改顾名思
义就是结合学生实际的生活进行改编教学素材，比如对于生
活在北京的学生与生活在内蒙古的学生，应该采取的素材就
不尽相同。（2）善添。教师必须理解原教材的内容，增添学
生熟悉的实际生活素材，比如，南方学生对于教材中滑雪例
子事物不甚熟悉，可能难以理解和掌握，教师应该结合学生
的情况设计问题例子，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3）善减。教
师应该将抽象、复杂的内容直接删除，这些内容不符合学生
的认知，不但不利于学生的教学掌握，还可能会产出理解迷
惑，因此教师必须把控教材，勇于删去。

二、情境创设生活化
曾经有个情境经典比喻：若直接给你 5 克的盐，让你吞

下肯定无法做到。但是若给把这 5 克盐放入味道极好的汤水
中，你享用美味的汤水时，不知觉就咽下了 20 克盐吸收了。
情境教学犹如此汤，知识就是融入在情境中，潜移默化下学
生就吸收了，情境融入教学才能实现教学活力性，这道理就
告诉教师，教学中要注重教学设计，合理将情境创设生活化。
在初中科学教学中，教师应该搜集生活教学资料，结合教材
知识为学生创设生活情境，将问题巧妙的设计在情境里，将
学生的生活情境搬到课堂教学中，使得学生能够在熟悉的场
景里探索问题，接受知识。例如，向学生讲解植物油在汽油
和水里不同的溶解度知识，传统教学中教师喜欢通过将植物
油滴入装有汽油和水的试管里，用实验来验证溶解性的差异。
但是采用“生活化”教学可以采取生活问题引入，教师提出

“同学们，为什么你们衣服上的油渍用水很难洗掉呢？”为了
联系生活，教师可以在自己衣服滴上一大片植物油，在按进
水里擦洗，但是衣服上的油渍压根洗不掉，这时教师以“担

忧”的心情问学生“老师身上的油渍用水洗不掉，说明油能
溶于水吗”，学生回答“不能”，继续引导学生“那么我们平
时干洗店能帮我洗掉油渍，他们是用什么办法呢”，教师再拿
出汽油，将汽油滴在油渍上，用毛巾擦洗，油渍就干净了，
这时教师在进行知识讲解，学生就很容易理解和掌握了，而
且以后学生在生活中面对这样的问题也懂得解决了。

三、知识构建生活化
学习是长期性，需要能力培养、知识积累的过程，更是

一个动静结合的生态过程。不能把学生看为一张白纸，学生
是有经历的，尤其是初中生具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他们脑海
中储存着丰富的日常经验和知识内容，如果教学中忽视原有
知识与新知识的链接性建立，那么不仅会导致教学与生活脱
节，还会致使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知识架构错乱。因此，初
中科学“生活化”教学中，教师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方式激活
学生的生活经验，例如直接的语言、动作、问题嫁接以及实
验方式等，给学生创造出在生活问题中得到启发，潜移默化
的产生知识输入，那么学生就会构建出完善的知识体系。比
如，讲解“运动和力”的科学知识中，课本要求是希望学生
运用参照物的对照来掌握动和静的相对性。所有的事物都是
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这句话说起来很是
简单，但是学生理解起来却有些困难，那么教师为让学生真
正理解，可以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问学生“同学们，
你们坐公交车的时候，车窗外的树木一直往后走；跑步的时
候，和肩并肩的同学跑步，两人似乎并没有动，超过你的时
候却觉得慢慢离你很远……这些都是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以生活中学生熟悉的场景导入，自然的进行参照物概念讲解，
让学生更加容易的理解和掌握知识。

四、结束语
来源于生活，回归生活，这正是科学学科的教学目标。

如果初中科学教学中开展“生活化”教学，进行科学知识与
学生日常生活相关联，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对科学知识的理解
和掌握。因此，初中科学教学“生活化”教学中，教师可以
通过教材设计生活化、情境创设生活化、知识构建生活化以
及教学评价生活化等多方面措施，提高科学教学与生活化的
结合点，实现科学生活化教学的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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