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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在小学科学中的深化与拓展 

——构建未来科学教育新生态 

吕俊瑶 

 

【摘 要】小学科学教育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激发科学兴趣、培养创新思

维的重要阶段。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为我国小学

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小学科

学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传承与发展刘默耕科学

教育思想，成为当前小学科学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出发，探

讨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在小学科学学科中的深化与拓展。 

【关键词】科学教育 小学科学  科学思想 继承发展  

 

在浩瀚的教育星空中，刘默耕先生的科学教育思想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以

其独有的光辉为小学科学教育的探索旅程点亮了道路。他倡导的“做中学，学中

做”的教学理念，不仅深刻影响了无数教育工作者，更为我们构建未来科学教育

新生态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与方向。随着时代的飞速变迁，科技的迅猛发展，社会

对人才的需求也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小学科学教育扮演着孕育未来科学家、工

程师及各行业创新者的关键角色，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显而易见，不容忽视。如何

在小学阶段就激发学生的科学兴趣，培养他们的探索意识与创新能力，成为了一

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默耕先生的科学教育思想显得尤为珍贵。他强调的

“以学生为主体，以探究为核心”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从而深入理解科学原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科学态度。这一教学模式

不仅顺应了小学生活泼、好奇的特性，更能够有效培养他们的观察力、思考力和

创造力，为他们在科学领域的持续学习乃至整个人生的成长奠定稳固的基础。 

一、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探究式学习：激发好奇心，培养探究能力 

  刘默耕强调探究式学习在科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在小学科学学科中，这

一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设计有趣的科学实验、观察活动和探究任务，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发现科学现象和规律，从而激发其好奇心和探究欲望，

培养其探究能力和创新思维。 

（二）学生主体性：尊重个性，促进自主学习 

刘默耕认为，科学教育需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及其在学习中的主体地

位。在小学科学学科中，教师应关注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提供多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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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源和评价方式，激励学生依据个人兴趣及专长开展自我驱动的学习与探索

活动。这种聚焦于学生的教学方式，对于塑造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培养持续

学习的习惯具有积极作用。 

（三）科学素养全面培养：知识、方法与精神的融合 

刘默耕的教育思想不仅关注学生的科学知识学习，还着重于培育学生的科学

观念、科学方法及科学探索精神。在小学科学学科中，教师应当致力于将科学知

识的传授与科学方法的培养、科学氛围的营造相融合，通过设计综合性的科学实

践活动和探究任务，引导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培养科学态度、形成科学精神，实

现科学素养的全面提升。 

二、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在小学科学学科中的深化与拓展 

当小学科学教育的画卷缓缓展开，刘默耕先生的科学教育理念宛若一股清新

的风，温柔地渗透进教育的每一个角落。它不仅为小学科学教育带来了勃勃生机，

更为我们在新时代的科学教育实践中深化与拓展这一领域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与

指引。 

（一）强化跨学科整合与项目式学习 

基于刘默耕科学教育的核心思想，小学科学教育应进一步强化跨学科整合和

项目式学习的理念。通过设计跨学科的主题单元和项目式的学习任务，鼓励学生

将所学各科知识融合起来，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从而提升其综合素养与创新

能力。这种教学模式有助于消除学科间的界限，推动知识的综合应用与灵活变通 

1.跨学科整合：打破壁垒，促进融合 

跨学科整合，顾名思义，就是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有机融合，形成一个

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知识体系。在小学科学教育中，这一理念得到了生动的实

践。以教科版小学科学四年级下册的“植物的生长变化”单元为例，该单元原本

侧重于传授植物学的基础知识，涵盖植物的生长周期及各器官的功能等。在跨学

科融合的教学思想引领下，教师可以灵活地将美术、语文等其他学科的内容融入

进来，为科学教学增添更多的色彩与活力。美术与科学的交融，在观察植物形态

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运用美术技巧，如写生、色彩搭配等，来描绘植物

的外形和色彩。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还深化了他们

对植物特性的理解与认知。语文与科学的结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撰写观察日记

或科学小论文，用文字记录植物的生长过程和自己的感悟。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

写作能力，还让他们学会了用科学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发现和思考。通过这样的跨

学科整合，学生不仅掌握了科学知识，还学会了融合多领域的知识与技术来应对

问题，从而培养了他们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 

2.项目式学习：实践探索，激发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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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式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借助完成特定项目作为推动学习进程的方

式。在小学科学教育中，项目式学习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实践探索、激发潜能的舞

台。以教科版小学科学六年级上册的“能量”单元为例，教师可以设计一个“小

小发明家”项目，引导学生探究如何利用不同形式的能量来驱动一个小车或机器

人前进。确定项目主题：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确定一个具体的项目主题，

如“太阳能小车”“风力小车”等。 

制定项目计划：学生需要制定详细的项目计划，包括所需材料、实验步骤、

时间节点等。这一过程中，他们需要综合运用科学知识、数学计算、逻辑思维等

能力。 

实施项目计划：在教师的监督和指导下，学生开始实施项目计划。他们需要

通过实验来验证自己的设想，不断调整和优化设计方案。这一过程中，他们需要

学会面对挑战、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 

展示项目成果：项目完成后，学生需要在班级内进行展示和交流。他们可以

通过 PPT、视频、实物演示等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发明成果和探究过程。这一环节

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自信心，还让他们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分享和合作。 

通过这样的项目式学习，学生不仅掌握了科学知识，还学会了如何运用知识

来解决问题、如何与他人合作和分享成果。更重要的是，学生在亲身实践中释放

了内在潜能，发展了创新思考能力，并提高了应对挑战、解决问题的能力。 

强化跨学科整合与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科学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打

破了学科壁垒、促进了知识的融合与运用；还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实践探索、激发

潜能的舞台。在未来的小学科学教育中，我们应该继续深化这一理念的实施和推

广，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引入现代教育技术提升教学效果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小学科学教育应积极引入虚拟现实、在线实

验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更为多元且便利的学习途径。这些技术手段

的运用不仅可以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激

活其思维潜能，进而全方位地推动学生科学素养的提升。 

 1.多媒体教学资源：让知识“活”起来 

多媒体教学资源，如动画、视频和交互式课件，能够将抽象的科学概念转化

为具象的视觉和听觉体验。例如，在教授“水的循环”这一主题时，教师可以利

用高质量的动画视频，展示水如何在地球的不同部分之间循环流动，从蒸发到凝

结，再到降水，这一系列过程通过动画形式生动展现，使学生能够轻松理解复杂

的自然现象。另外，借助交互式的教学材料，学生能够亲自参与并实践模拟实验，

如调整温度观察水的蒸发速度变化，这种体验式学习不仅加深了理解，还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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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兴趣。 

2.虚拟现实（VR）技术：身临其境的科学探索 

虚拟现实技术创造了一个沉浸式学习环境，让学生仿佛置身于科学现象之中，

亲身体验。例如，在教授“太阳系探索”时，借助 VR 设备，学生能够“遨游”

于太阳系之中，近距离地观测行星、卫星以及彗星，甚至“登陆”火星表面，亲

自探究其地表形态与地质构造。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极大地充实了学习经历，点燃

了学生对宇宙奥秘的好奇之火，同时也为理解复杂的天文概念提供了直观的支持。 

3.在线协作平台：促进合作与交流 

在线协作平台，如 Google Docs、Edmodo 或 Schoology，为小学科学课堂提

供了跨越时空的合作机会。教师可以设计跨学科项目，如“设计并测试一个环保

型太阳能车”，学生可以在平台上分组讨论、共享资料、共同设计实验方案。这

种合作方式不仅加深了学生间的互动与合作，还提升了他们的团队配合能力和应

对问题的能力。同时，平台上的即时反馈功能帮助学生及时纠正错误，加速学习

进程。 

（三）关注社会热点与未来发展趋势 

小学科学教育应关注社会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将科学知识与现实生活紧密

联系起来。通过引入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问题和现象，引领学生关注社会

的变迁与未来的走向，以此培养他们的社会担当意识与使命感。同时，也可以为

学生提供更多了解科技前沿、拓展视野的机会，点燃他们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与

驱动力。 

1.结合社会热点，增强现实关联性 

小学科学教育应紧跟时代步伐，把当下社会所聚焦的热门议题，如环境保护、

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等，融入其教学内容之中。通过讨论这些话题，学生不仅能

学到科学知识，还能理解科学如何影响社会，从而增强他们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

感。 

2.展望未来趋势，激发创新潜能 

引领学生关注科技领域的未来走向，例如人工智能、生物科学、可再生资源

等，能够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与探索精神。通过展示这些领域的最新成果， 激发

学生的职业前景思考，为他们的学业成长与未来职业规划奠定坚实的基础。 

3.实践探究，培养解决问题能力 

结合现实生活中的科学现象和问题，设计一系列实验和项目，让学生在亲身

参与的实践中学习并掌握科学原理，同时培养他们的观察力、分析能力以及有效

解决问题的技能。这种实践探究的学习方式有助于深化学生对科学知识的理解，

并促进创新思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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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未来科学教育新生态的展望 

展望未来科学教育的广阔图景，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上，亟须

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创新引领且深度融入现实世界的科学教育新生态。这一愿景

不仅要求我们融合最新科技，提升教学活动的互动性和魅力，而且着重培养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潜能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为他们构建一条通向未来、勇敢

探索未知的稳固桥梁。 

（一）深化教育改革，推动科学教育创新 

科学教育的未来发展有赖于深化教学变革，促进科学教育领域的创新举措。

通过优化课程设置、改进教学方法、完善评价体系等措施，构建更加科学、合理、

有效的科学教育体系。此外，强化教师队伍的培育，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

技巧，为科学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加强家校合作，共促学生科学素养提升 

家庭是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之一。未来科学教育的发展需要加强家校合作，

共同促进学生的科学素养提升。通过加强家校沟通、开展家庭科学教育活动等方

式，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家庭生活中，培养其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同时，

也可以让家长更加了解和支持科学教育，形成家校共育的良好氛围。 

(三)推动科学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 

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促进个体成长上，更深刻地影响着国家与社会

的长远发展蓝图。未来科学教育的发展需要推动其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通过

加强与科研机构、企业等社会力量的合作，引入更多优质的科学教育资源和项目，

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实践机会和展示平台。同时，也需要关注科技前沿和社会

热点问题，激发学生关注社会变迁与未来趋势的兴趣，并培育他们承担社会责任

与使命的自觉意识。 

随着教育改革的浪潮不断推进，回望刘默耕先生为科学教育奠定的坚实基石，

我们深感其思想的深远影响与时代价值。在今日的小学科学课堂上，我们不仅看

到了实践探索精神的传承，更见证了科学教育如何与时俱进，逐步构建起一个鼓

励学生质疑、创新、并勇于担当的新教育生态。通过融合现代科技，丰富教学手

段，我们不仅培养了学生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更激发了他们探索未知、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展望未来，科学教育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前行，为每一个孩子铺

设一条通往科学殿堂的宽广道路，让他们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航行，勇敢地追寻

真理的光芒，共同绘制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未来图景。这不仅是对过往智慧的致

敬，更是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深情呼唤。 

 

【参考文献】 



265 
 

[1] 崔青青.中美最新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比较研究[D].扬州大学,2018. 

[2] 陈素平.小学自然课堂教学问题问诊与矫治[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 

[3] 颜世芬.中学化学课堂探究式教学的教学策略研究与实践[D].山东师范大

学,2005. 

 

(作者单位: 天津市东丽区逸阳文思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