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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的继续与发展 

——浅谈“双减”背景下如何建设高效的小学科学课堂 

 

鲍志文 

 

【摘要】为了打造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中的高效性，让学生学会科学，会学科

学，并具备科学地提出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需要在课堂教学中，

结合教学实际，因势利导，适时地创设课堂情境，营造一个民主、平等、和谐的

氛围，做到师生融洽，情感交流，使学生在自主学习中，逐渐领会和掌握学习方

法，在合作交流中加强实践运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确保教学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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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新《课标》明确指出“科学与技术的日新月异,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

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已经越来越依靠科学与技术。”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时代的

人, 每个人都应具有科学素质。当今时代,人们明显地感受到了科学技术所带来

的影响,因此,科学素质的培养必须从小抓起。小学科学课程承担了培养小学生科

学素质的责任。科学课的“生活化、活动化、自主化”成为这个学科的一个基本

教学特点。科学课的教学必段真正贴近自然、贴近经验、贴近生活、充满生命的

活力。那么如何上好小学科学课？如何在“双减”背景下提高科学课的课堂教学

效果呢？ 

一、激发好奇心，“质疑”启发学生探究欲望 

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强调:“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成

功的教学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孩子的兴趣。”孩子从小就有一种好奇心,而科学正

是起源于人们对大自然的这种好奇。一个史前人会对天空中疾驶而过的一颗流星

感到震惊,一个海边的孩子会仔细地观察一只不断盘旋、翱翔着的飞鸟,一个山里

的孩子会对山里的花花草草,山里的小动物感兴趣。他们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要

素——好奇心。既熟悉又陌生，如何让他们爱学、学好这门学科？起始阶段，教

师应注意通过示范提问，向学生展示发现问题的思维过程，使学生受到启迪、有

法可循。在示范提问的基础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尝试提问，由易到难，逐步上

升。 

如在讲授火山爆发和地震时，我让学生从课题入手提出问题。学生提出的问

题五花八门，但是无论学生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我都给予必要的肯定，鼓励学生

始终保持一颗质疑的心。然后，经过老师的总结，可以得到许多课上需要解决的

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就是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老师引导学生带着质疑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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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进入课程学习，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学习的效果也会大幅提高。 

在学习三年级《观察土壤》一课时，课前让学生采集土壤标本，学生个个兴

趣盎然，跃跃欲试，到上课这一天，每个人面前都有或多或少的一堆土壤，于是

我就问：“你们知道我们采集这些土壤要干什么?”学生七嘴八舌说了起来：“我

们要研究这些土壤。”我又不失时机地接着问：“你们想研究关于土壤的哪些问题?”

这一问立即激起了学生的问题意识。有的想知道土壤里有什么，有的想知道土壤

的颜色是不是一样，有的想知道土壤里有没有水分……当他们带着迫切想知道的

问题去探究时，效果总是让人意想不到，当我把准备好的黏土、壤土、砂土分发

给学生们，让他们与自己采集的土壤进行比较时，学生的问题意识再次被激起。

许多问题随之而来，使他们探究的欲望更加强烈。  

二、创设教学情境，“引趣”启发学生的创造思维 

第斯多惠曾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

在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中，如何激励、唤醒、鼓舞学生，使学生乐于学习呢？情境

教学是激励学生学习兴趣的最好手段。教学实践证明，精心创设各种教学情境，

将学生置于乐观的情感中，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好奇心，调动学生求知欲

望，发展创造思维，培养发现精神。 

例如教学《气体的热胀冷缩》时，我先演示一个“喷泉”实验，即把一个带

有玻璃管的瓶塞塞到装有少量冷水的烧瓶口上，玻璃管插入瓶底，用一杯热水浇

烧瓶，烧瓶内的冷水便会立即 从玻璃管口喷出一米多高。学生被这一新奇的现

象吸引住，激发了学习兴趣和探索欲望，启发了学生的创造思维，达到了较好的

教学效果。 

《月相变化》一课的教学中，我就将课堂里的桌椅搬出，用直径 7米的白色

布铺在场地上，画上一个圆，将圆周按 45 度角等分。然后在每个角度都贴上小

组序号和每个学生的位置编号。另贴一条长的黑色纸，上面画好 8个圆。学生席

地而坐，老师开始组织教学。学生每人都坐在自己的观测点上，兴趣高涨，跃跃

欲试。 

宇宙领域，对学生而言，充满神秘，但又让人无从下手。它们看不见，摸不

着，只能在各种信息的基础上，建立浅显、模糊的认识。这样往往就让许多学生

对宇宙领域的学习产生了“遥不可及”，枯燥乏味的学习心态。我通过改变传统

的上课模式，只需一个“圆”，就拉近了学生研究的距离。让学生在愉快的体验

活动中，感受到宇宙中的天体并不是离我们那么遥远，是可以被身边很多物体所

模拟来研究的。 

 三、鼓励动手实践，自主体验获得知识 

 小学科学课是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的科学启蒙课程。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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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下，《科学》的教学目标和任务即定为：“以探究为核心，鼓励和组织学生像

科学家那样探究。通过探究既让学生获得准确的科学知识，又让他们学习科学的

探究方法，发展他们科学探究的能力；既让学生感受科学探究的过程，培养他们

对科学的兴趣，又培养他们科学的自然观。”根据这一宗旨，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教师的教学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通过自

己的观察、思考、实验等体验活动得出结论，达到认识周围自然现象的目的。“我

看见了，但我可能忘记了；我听到了，就可能记住了；我做过了，便真正理解了。” 

 比如在讲授《植物的成长与变化》一课时，我们就可以事先提前让学生培

植几颗植物种子，进行观察，让学生亲身体验植物的生长，领略动手试验的快乐。 

又如我在教学《磁铁》一课时，我把事先准备好的磁铁和各种材料如铜片、

铁片、木片、塑料、玻璃等，放到材料超市，并告诉学生们尽可能地多去设计试

验方法，来探究磁铁的性质。学生开始设计实验，选取材料，开始实验。极大地

调动学生的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经过实验探究，各小组推选代表汇报

实验结果，最后师生共同总结，完成实验报告。    

刘默耕先生说过：教学不要先把什么东西都教给学生，也就是一定不要先深

入细致地解释。然后搞个实验来给证明，而应该给出一定的情境，提出要求，让

学生自己去观察，自己去实践。自己去思考，自己得出结论。即使结论明明是错

的或者是不完全的，也不要一下就指出来。要看看错在什么地方，针对错处再提

出问题，促使其再去思考。 

 四、在合作交流中加强实践运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科学》课的知识传授大多是通过科学探究和实验操作来完成的，因此，教

师在授课时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积极动脑、认真思考、踊跃发言及合作交流的习惯，

让学生真正参与课堂教学，主动探究新知识形成的过程。在合作交流中加强实践

运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在教学过程中，如分一分、摆一摆、画一画、测一测活动，我们都可以让学

生通过小组活动来完成。 

六年级下册《铁生锈了》教学中，学生通过实验观察，发现铁生锈是水和空

气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学生交流分析课前搜集到的有关铁生锈的信息。

其中一位学生出示了一则报道：目前全世界由于生锈而损失的钢材每年达三千万

吨，如果一辆大卡车载重 5 吨，要 600 万辆大卡车运送。（一边用图片出示成堆

的钢材生锈的图片）。学生们被眼前的场景、数据震撼了，一阵惊讶声。 

“原来铁生锈真是无孔不入，给我们生活、经济带来这样重大的损失”，“我

们要尽自己所能，为人类挽回经济损失”，几位同学发自肺腑的告白激发了全班

同学保护铁资源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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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铁外面涂上一层油漆，这样可以阻止水和空气接触铁，防止生锈。” 

“把钢铁放在干燥的环境中也可以防止生锈。” 

“还可以在外层涂上一层牛油”…… 

再如，在教学《拯救野生动物》一课时，我针对课程内容，要求学生以小组

为单位，自编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的小品，即时表演，学生们参与性就很强。学生

们在合作中观察事物，在合作中分析现象，在合作中思考问题，动手做、动口说、

动脑想，学生的学习合作意识得到了锻炼，动手操作能力得到了提高。 

刘默耕先生说，我们的自然课就是要充分开发学生的智力，要解放小孩子的

脑、思想、手、脚、嘴和时间。要给孩子们创造条件，让他们胜过你。陶行知说，

如果不解放小孩子，我们的民族要毁的。科学课就是要通过老师的努力和再创造，

把孩子们本能的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孩子们本能的“探究反射”和“收集欲”，

引导到科学的道路上来，引导到对科学的热爱上来，要千方百计让孩子们去爱科

学，喜欢科学。有了这种爱，才可能有将来的一切。       

总而言之，通过适时质疑，创设恰当的教学情境，组织和引导学生进行尝试

探究，以所学知识为载体加强实践运用，能使学生的科学学习更富有生机和活力，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学生在尝试探究、合作交流的过程中迸发出创造

性思维的火花，结出创造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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