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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刘默耕教育思想理念，构建高质量小学科学课堂 

张丽荣 

 

【摘 要】伴随着课程改革的持续推进，刘默耕教育思想理念逐渐进入到人

们的视线。该思想理念在教学中的融合将推进课程升级及转型，赋能高质量、高

效率课堂的构建。至此，小学教师在科学教学中也需与时俱进，与该思想理念积

极融合，让教学焕然一新。基于此，本文阐述刘默耕教育思想理念的概述及意义，

探讨该教育思想理念融合的原则，如契合性、渗透性、多样性及对策——体验式

教学、科学启蒙法、科学素养培养、探究性学习、传统文化渗透等，希望对相关

工作的展开发挥出借鉴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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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各种各样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实

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刘默耕教育思想理念脱颖而出，和素质教育、“双

减”新型教育理念高度契合，为科学课堂教学的开展指明新的方向。作为一名小

学科学教师也需要做到与时俱进，结合实际的教学情况对该教育思想融合和渗透，

使教育教学焕然一新。 

一、“刘默耕教育思想理念”的概述及意义 

（一）概述 

刘默耕先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是科学教育重要的导师和先驱者。曾在人

民教育出版社担任自然教材的编写工作，对于我国小学科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一生中提出诸多具备实践价值和意义的教育理论和思想，这些教育理

论具备着较强的系统性、全面性，符合中国特色，值得在教育实践中积极地应用

和探索[1]。刘默耕先生提出的教育思想及理论非常多，具备代表性的有“科学不

仅仅是系统的科学知识及成果，更是探索自然的程序和经历”“自然课是对儿童

进行科学启蒙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改变传统灌输式教学，提倡以学生为主体

的探究式教学”，等等。 

（二）意义 

刘默耕先生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教育事业，在科学教育生活的 40 年中先

后书写 200万字的学术论文[2]。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自然教学经典点滴》《小学

科学教育的新方向》《小学科学教育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在小学科学

教学中，教师秉持着突破、创新的原则，对刘默耕教育思想理念进行渗透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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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动科学课堂教学快速从应试教育转变成素质教育，对其中创新的教育思想

及理念进行汲取，为新型科学课堂的生成和构建指明方向，使得教学朝着高质量、

高效率的方向发展和前进，加快科学教育的创新和转型脚步，对理想的教育课堂

进行构建，让每位学生都尽情领略课堂价值和魅力，保障预期教育效果实现和达

成。 

二、以刘默耕教育思想理念构建高质量小学科学课堂的原则 

（一）契合性 

将科学课堂作为主阵地，教师在对刘默耕思想进行渗透时首先就需要秉持契

合性的原则，减少随意性和盲目性，对多方面的因素进行考虑。保障刘默耕教育

思想理念和教学内容之间相契合，结合实际教学内容保障思想渗透更契合、适当，

避免盲目性地生搬硬套。其中，教师不仅需要保障教育思想的渗透符合教材内容，

也需要确保思想的融合符合于学生学情。使得学生拥有更多自主合作探究，展示

自身个性的空间和机会。力求使得刘默耕教育思想成为科学课堂的亮点和特色，

让思想的融合更加顺其自然，避免生硬地套用[3]。 

（二）渗透性 

渗透性的原则也是教师在渗透刘默耕教育思想时应该秉持的。在思想融合和

渗透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密切结合教育环节和细节，保障教育思想的“润物无声”，

引导学生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受到来自于思想的熏陶和感染，带给学生正确

的指引，对教学思想、形式和方法进行调整。保障思想和教育实践之间的衔接更

加流畅和自然，避免带给学生一定的割裂感。这样才能使得教育思想的引导价值

发挥到最大，引导科学课堂朝着高质量、高效率的方向发展和前进。 

（三）多样性 

刘默耕教育思想具备着较强的多样性，有超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为

教师的教学实践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在教育思想融合和渗透时，教师也需要对

不同的教育思想进行解析和研究，借助该思想的渗透使得科学教育逐渐地摆脱应

试教育的影子，朝着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和前进。在其思想的启示下，教师需要

致力于对多元化、多样化的新型课堂进行打造，带给学生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使得学生尽情地感知科学世界的精彩和魅力，在无形中使得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核

心素养生成及发展，使得学生在局限的课程中获取到更多。该思想理念的融合可

帮助科学教师更好地突破传统教学教法单一的障碍和桎梏，使得教学形式焕然一

新，带给学生全新的感受，促使科学教学多样、多元，朝着高效课堂不断迈进。 

三、以刘默耕教育思想理念构建高质量小学科学课堂的对策 

（一）刘默耕教育思想理念融合之“体验式教学” 

科学教育最终的目的并非传授给学生多少知识和技能，更为重要的是引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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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树立起正确的思想和科学观，在科学的指引下避免误入歧途、失去方向。刘默

耕教育思想大力倡导科学不仅仅是系统的科学知识及成果，更是探索自然的程序

和经历，在刘默耕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教师首先可尝试着将“体验式教学”融合

在其中，使得学生的学习成为探索科学真理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教育思想

的束缚进行打破，实现教学的创新和改革。 

例如，在讲解“声音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知识点的过程中，教师不是将已有

的知识强硬地灌输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亲身体会声音产生的过程。在教学实践

中，教师可密切联系生活设置趣味性小实验，可以引导学生借助塑料瓶尝试着敲

打地面、桌子，感知塑料瓶和被打击物品之间发生的“振动”，在这时学生感知

到声音，证明物体振动产生声音。后续，教师可引导学生自己设计实验、借助废

旧物品、简易材料进行科学小制作，对知识持续深耕。在这样的教育思想理念的

指导下可使得学生在知识体系构建中“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避免死记硬背，减

少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压力，使得学生的科学学习更加轻松且高效。 

（二）刘默耕教育思想融合之“科学启蒙法” 

刘默耕先生在自己的思想中提出，科学课是一门科学启蒙类的课程，教师需

要将“启蒙性”的课程性质有效地凸显出来。在科学教学中，教师需激发学生对

自然的爱好和兴趣，在此基础上引导和启发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和技能，避免沉浸

在呆板的现有知识中。在刘默耕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教师也可在教学中采取科学

启蒙法，带给学生更多的指引，打开其通往科学世界的神奇大门。 

例如，在讲解小学科学“火山喷发的成因及作用”这一知识点时，教师在教

学活动中可以先对情境进行创设，呈现出火山喷发的视频及图片，引导学生沉浸

在情境中感知火山喷发带来的巨大灾难。为了更好地带给学生科学启蒙，使得学

生对科学产生好奇心和求知欲，在接下来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可采取故事启蒙法。

可为学生介绍和讲述“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庞贝古城”相关故事，

该古城是一座因为火山喷发遭到掩埋的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淹没过程仿

佛谜一样，是考古学家们探索的重要课题。以此带给学生启蒙，后续教师可顺势

模拟火山喷发的实验，带领学生探寻火山喷发的成因及作用……展现出启蒙作用

和价值，实现对教育思想理念的融合和渗透。 

（三）刘默耕教育思想融合之“科学素养培养” 

刘默耕先生指出：“小小的科学教育也担负着培育科学素养人才的重要使命。”

在这种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教师也需要对课程及学科的价值和作用大力地挖掘，

借助多样化的方式对学生的科学素养及人文素质进行培养，使得学生在获取科学

知识的同时，也能提升科学思维及能力，养成正确的科学态度，使得学生在科学

学习中受益颇丰。例如，在讲解“土壤——动植物的乐园”相关课程时，教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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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抓住机会对学生的科学素养进行提升。在探索环节，教师可打破课堂的局限

性，带领学生积极地开展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如教师可先引领学生准备好所需的

工具手套、小铲子、小木棒、放大镜，并且下发《学生活动手册》。后续积极地

带领学生走到户外，找寻到“土壤”进行观察和探索，引导学生积极地对土壤“居

民”进行访问。在活动中，教师需要引领学生探寻各种问题，如“土壤中一共有

多少种动物和植物依赖生存？”“为何这些动植物需要依赖土壤生存？”“土壤中

有哪些物质可以让动植物生存？”带领学生一边观察一边探索，对观察表进行填

写，如蚂蚁/蚯蚓/蜗牛——狗尾草/月季花……引导学生感知生命生存及环境的

关系。教师要积极地引导学生，使得学生懂得科学探究的前提是保护好这些动物

和植物，不能对动植物生存的土壤肆意破坏。在无形中使得学生的科学素养及人

文素质持续增强，使学生感受到科学中的“温度”，让学生对科学的多面性进行

认知。 

（四）刘默耕教育思想融合之“探究性学习” 

在刘默耕教育思想中十分反对传统教学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大力倡导将

学生作为主体的新型探究式教学，在教师的引导启发下使得学生亲身参与到科学

和自然的探究中，教师在对科学教学组织的过程中也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合

作探究的机会，使得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持续增强，在科学学习中获取到

更加丰硕的果实。 

例如，在讲解“简易电路”这一知识点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对开放的氛围

进行创设，使得学生的探究意识得到持续地增强，在探究的过程中获取到更多的

自信和成就感。如任务 1，对开关、灯座、电池盒的结构进行观察，对各部分功

能进行了解；任务 2，将灯座、电池盒、开关有效地连接至电路中，让小灯泡可

以亮起来；任务 3，借助简易符号有效地表示出一个电路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尝

试着绘画出简易版的电路图。在其中引导学生围绕着核心问题进行探究，如如何

点亮小灯泡？电池盒及灯座的构造是怎样的？怎样组装一个简易电路？如何在

电路中安装开关？在简易电路中电是怎样流动的？在任务完成的过程中鼓励学

生间自主合作探究，在探讨中集结彼此的智慧，在面对问题时共同找寻突破口，

在探究中积极主动，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使学生逐渐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

在探究中获取到更多的乐趣和成就感。 

（五）刘默耕教育思想融合之“传统文化渗透” 

刘默耕先生从小就受到传统模式下私塾教育的感染和熏陶，传统文化的功底

是非常深厚的。在教育研究中，刘默耕先生深刻地了解和探索科学教育的发展历

史，在小学科学教学活动中，教师也可以借助正确的方式方法对传统文化融合和

渗透，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和风气，使学生不断地沉浸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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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讲解“日食与月食”这一知识点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对科学课程

的边界有效地进行拓展，尝试着做到科学和语文的跨学科整合，对传统文化进行

融合和渗透，使学生的体验感得到增强。如在教学神话故事《天狗吃月》，学生

对科学现象有效地进行感知，教师借助 Flash 课件对两个现象进行播放，引导学

生一边观看一边聆听教师讲述的神话故事，引导学生站在科学的角度探讨“两个

神话故事都讲述了怎样的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的发生原因是什么？”引导学

生做出系统性的分析和解释，对日食、月食背后隐藏的科学原理及现象进行分析。

在传统文化的触动下使学生的科学探究兴趣更加浓郁，让学生感知科学知识是无

处不在的。后续，教师可对话题适当性地进行延伸，让学生借助科学知识分析光

的直线传播及影子形成的原因，在科学课程中感知日食、月食、认识月球、太阳、

地球在宇宙中运行关系，学生的科学素养得到调动，将刘默耕教育思想理念的引

导价值展现出来。 

总之，小学教师在科学教学中对刘默耕教育思想积极融合和渗透是非常有意

义和价值的，可使课程更加精彩纷呈，使得每位学生都参与到其中，深刻感知科

学教学的价值和魅力。在其中，教师需精心组织，实现教育思想“巧”融合，推

动教学朝着高质高效的方向发展和前进。可借助“体验式教学”“科学启蒙法”

“科学素养培养”“探究性学习”“传统文化渗透”，实现该教育思想理念巧融合，

带给学生全新的学习感受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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