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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下科学课的三问 

盛新娣 

 

【摘要】本文基于刘默耕先生的科学教育思想，探讨了自然科学课中科学思

维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路径。通过跨学科整合，如自然科学与语文的结合，以及观

察与实验、问题讨论与反思等教学方法，促进了学生知识结构的构建和科学思考

的发展。文章强调了质疑与探索、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培养，以及多样化学习资源

的提供，旨在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通过整合课程内容、设计跨学科活动和建立

跨学科评价体系，实现了科学教育与生活实际的结合，为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

能力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科学教育  跨学科  科学思维与创新能力 

 

一、是什么——树立知识结构的过程，发展科学思考的观念 

刘默耕先生一生致力于小学科学教育事业，他提出科学不仅仅是系统的科学

知识和成果，还是探索自然的程序和经历。这种科学观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

强调了科学的过程性和探索性。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获取现

成的知识，而应该像刘默耕先生所倡导的那样，积极主动地去探索自然、探索知

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他认为让学生呆读、死记若干成人

化、概念化的书本知识，其后果很可能是像陶行知先生所批判的，把学生造成书

呆子，导致他们对自然界和科学技术无兴趣。因此我们每一节课不应该是一个封

闭系统，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应该学了什么，他（指学生）就对什么感起

兴趣来了，他就爱上它了，就迷上它了，下课之后虽然没有给他布置作业，也很

高兴地自己就去搞起来了，这就扩大到日常生活里去，成为他们喜闻乐见的事情

了。在知识爆炸时代，树立知识结构与发展科学思考至关重要。结合刘默耕科学

思想，探索新路径。 

树立知识结构的过程以及发展科学思考的观念，是教育和个人成长中的重要

环节。树立知识结构的过程包括知识积累、知识整合、知识更新等多个过程。在

小学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学生即学僧，潜心静心思索自然科学的魅力，无须多加

枷锁，探索的过程即科学思考的过程。 

在知识积累中广泛阅读和学习，通过阅读书籍、论文、报告等，积累大量的

基础知识。在实践经验中通过实践，如实验、项目、实习等，将理论知识应用于

实际情境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知识整合中系统化学习，将零散的知识点整

合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形成对某一领域或主题的全面理解。在逻辑构建中通

过逻辑思考，将知识点之间建立联系，形成连贯的知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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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更新中持续学习，运用批判思维，发展科学思考的观念。随着科技的进

步和知识的更新，不断学习新知识，保持知识结构的先进性和适用性。保持批判

性思维对新知识进行批判性评估，确保其准确性和可靠性。发展科学思考的观念，

培养好奇心和求知欲，对未知领域保持好奇，主动探索和学习。提出问题，不断

提出关于自然现象、社会问题等方面的问题，推动思考和探索。 

综上所述，树立知识结构的过程包括知识积累、整合和更新，而发展科学思

考的观念则涉及好奇心、逻辑推理、实验验证、跨学科思考以及创新和创造等方

面的培养。这些过程和观念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个人在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

发展。 

二、为什么——促进智慧才能的形成，发展科学思维的能力 

刘默耕关于知识与能力的关系曾言：无论为学生准备多少现成知识，对于未

来的需要说，总是不适应的，因而要促进他们智慧才能的发展；就知识、兴趣爱

好、能力的关系来说，传授知识是基础，是载体，因而培养兴趣爱好和能力不是

不要知识。自然科学能力的形成，离不开躬身实践。一是教师的躬身实践，二是

学生的切身实践。素质教育改革的当下，教师如何在课前既有无数杯水，引导学

生在科学课中发现科学，是需要教师多次自身躬身实践的。在教学实施时通过具

体的观察、实验活动，在发展观察能力、实验能力的过程中来发展逻辑思维能力、

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而在发展逻辑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的过程中，

又可以促进观察能力、实验能力的发展。 

（一）自然科学课中的科学思维培养 

1.观察与实验：科学思维的起点 

观察与实验是自然科学课的基础。通过观察自然现象和进行实验操作，学生

可以直观地感受到科学的魅力，同时培养他们的观察力和实验技能。更重要的是，

观察与实验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感性材料，使他们能够从中发现问题、提出假设，

并通过实验验证假设的正确性。这一过程正是科学思维的核心所在，它教会学生

如何运用逻辑思维和推理能力去解决问题。 

2.问题讨论与反思：科学思维的深化 

在自然科学课中，问题讨论与反思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讨论，学生可

以交流彼此的观点和想法，从中汲取新的知识和经验。同时，反思也是科学思维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教会学生如何审视自己的思维过程，发现其中的不足和错误，

并尝试寻找改进的方法。这种反思性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学生形成更加严谨和科学

的思维习惯。 

3.跨学科整合：科学思维的拓展 

刘默耕先生倡导跨学科的教学模式，认为不同学科之间应该相互融合、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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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在自然科学课中，教师可以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如数学、物理、

化学等，来帮助学生更全面地理解科学现象和原理。这种跨学科整合的教学方式

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还可以培养他们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创新思维。 

（二）自然科学课中的创新培养 

1.鼓励质疑与探索：创新的源泉 

刘默耕先生认为，创新来自于对已有知识的质疑和探索。在自然科学课中，

教师应该鼓励学生敢于质疑教材、敢于挑战权威，通过自己的实验和观察来验证

知识的正确性。同时，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积极探索未知领域，培养他们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这种质疑与探索的精神是创新的源泉，也是科学思维的重要组成部

分。 

2.培养创造力与想象力：创新的关键 

创造力与想象力是创新的关键。在自然科学课中，教师可以通过设计一些开

放性的实验和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设计自

己的实验方案来验证某个科学原理，或者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创作一些与科

学相关的作品。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还可以让他们在

实践中体验到创新的乐趣和成就感。 

3.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创新的支撑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应该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这些资源可以

包括实验器材、图书资料、网络资源等。通过利用这些资源，学生可以更加深入

地了解科学现象和原理，同时也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和视野。此外，教师还可

以鼓励学生参加一些科学竞赛和科研活动，以此来锻炼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协

作能力。 

三、怎么做——受科学自然观的教育，形成跨学科式的关联 

“一举多得，一箭双雕”和“一石激起千层浪”是自然课改革中新教育思想

的核心，也是刘默耕小学科学教学思想的核心。在素质教育的当下，抓住教育契

机，加强学科关联，促进跨学科教育的发展，抓住以下两点，就能把握住自然课

改革的方向： 

一是跨学科思考：鼓励跨学科学习和思考，将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方法相结合，

解决复杂问题。培养综合思维能力，能够从多个角度和层面看待问题。 

二是创新和创造：鼓励创新思维，勇于挑战传统观念和方法，提出新的想法

和解决方案。培养创造力，通过艺术、设计等方式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 

（一）小学语文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关联 

以下为小学语文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关联的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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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 与科学的关联 

一上《金木水火土》 “五行相克”中的科学知识 

一上《日月水火》 行星间的关系 

一上《秋天》 大雁的队形，与什么有关系 

一上《升国旗》 升旗，改变方向的定滑轮 

二上《小蝌蚪找妈妈》 动物的“变形” 

二上《拍手歌》 熊猫是熊，不是猫 

二上《曹冲称象》 浮力 

二上《雪孩子》 南北雪花的不一样 

二上《雾在哪里》 雾的产生 

 

（二）自然科学课与其他学科的关联 

自然科学课与语文学科虽然看似不同，但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跨

学科的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科学现象，同时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和思

维能力。教师应结合本地区城乡结合的特点，发现自然科学课与其他学科的关联。 

1.观察与描述 

自然科学课中的观察实验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语文学科中的写作训练，

尤其是说明文和记叙文的写作，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描述和记录他们的观察结果。

例如，在学习植物的生长过程时，学生可以观察并记录植物在不同生长阶段的变

化，然后用文字将这些变化生动地描述出来。这种结合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观察能

力，还提高了他们的写作能力。 

2.科学与文学 

文学作品往往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元素。通过阅读和讨论文学作品，学生可以

从中汲取科学知识，同时培养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和想象力。例如，在学习动物的

行为习性时，可以引入一些与动物相关的文学作品，如《昆虫记》等，让学生在

阅读中了解动物的生活习性和行为特点。这种结合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还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3.科学与历史 

科学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通过了解科学史，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

科学知识的来源和发展过程。而语文学科中的历史文献和传记作品，为学生提供

了了解科学史的窗口。例如，在学习物理学的发展历程时，可以引入一些物理学

家的传记作品，如爱因斯坦的生平事迹等，让学生在了解科学家的生平事迹中感

受科学的魅力和力量。 

4.科学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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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课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语文学科则强调培养学生的形

象思维和创造性思维。通过跨学科的教学，可以将这两种思维方式有机地结合起

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例如，在学习地球科学时，可以通过绘制地图和制作

模型等方式，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地球的结构和地貌特征；同时，通过写作和讨论

等方式，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地球科学问题，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二）真正做到跨学科教学需要多维度考虑实施策略 

1.整合课程内容 

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整合自然科学课和语文学科的相关

内容，形成跨学科的教学主题。例如，在学习生态系统时，可以结合文学作品中

的自然描写，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2.设计跨学科活动 

通过设计跨学科的活动，如科学实验、文学创作、历史研究等，让学生在实

践中体验跨学科学习的乐趣和效果。例如，在学习物理学的力学原理时，可以组

织学生进行小车实验，并让他们用文字记录下实验过程和结果；同时，引导他们

思考力学原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3.建立跨学科评价体系 

跨学科教学需要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以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教学

质量。评价体系应综合考虑学生在不同学科领域的表现和发展情况，以及他们在

跨学科学习中的综合能力和素养。 

 

刘默耕的科学教育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科学教育应与生活实际相

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实验、思考和创新能力。通过跨学科的教学，我们

可以将自然科学课与语文学科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帮助学生更全面地理解科学

现象和文学作品中的科学元素；同时，培养他们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为他们

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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