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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下的项目式学习策略探究 

  李丹   余静 

【摘 要】刘默耕先生是我国小学科学教育的先驱，他提出的教育思想对当

今小学科学教育依然具有指导意义。本文旨在探讨在继承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的

基础上，发展项目式学习，以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文章首先分析了刘默耕科学教

育思想的核心，然后探讨了项目式学习的特点及其在小学科学课堂中的应用，最

后提出了结合刘默耕思想实施项目式学习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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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教育是学生科学素养培养的关键时期。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项目式学习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因其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而备受关注。刘默耕先生作为我国小学科学教育的奠基人，

其科学教育思想对当今小学科学教育依然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探讨在继承

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发展项目式学习，为小学科学教育提供新的思路

和方法。 

一、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的核心 

刘默耕先生的科学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科学教育的实践性和创新性 

刘默耕先生认为，科学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他强调，科学教育应该通过实验、观察、探究等方式，让学

生在实践中学习科学，通过亲身体验感受科学的魅力。同时，他还鼓励学生敢于

质疑、敢于创新，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二）强调科学教育与生活的联系 

刘默耕先生认为，科学教育应该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让学生在生活中发

现科学、理解科学、应用科学。他主张将科学知识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通过

生活中的实例和现象来引导学生学习科学，使科学教育更加生动、有趣。 

（三）倡导“跨界精神” 

刘默耕先生倡导“跨界精神”，即不断地跟进自己熟悉领域的发展，补充其

他领域的知识，敢于创新，勇于实践。他认为，科学教育不应该局限于某一学科

或领域，而应该打破学科界限，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融合和交叉，培养学生的

综合素养。 

二、项目式学习的特点及其在小学科学课堂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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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式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主导、通过完成具体项目来学习的教学模式。它

强调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

创新精神。项目式学习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学生为中心 

项目式学习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在项目式学习中，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通过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等方式完成项目任务。教师则

作为指导者和辅助者，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二）强调实践性和创新性 

项目式学习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通过完成项目任务，学

生需要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

新思维。同时，项目式学习还鼓励学生敢于质疑、敢于创新，培养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和创新能力。 

（三）注重跨学科学习 

项目式学习强调跨学科学习，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融合和交叉。这有助于

学生形成全面的知识体系和综合素养，提高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跨

学科学习还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好奇心，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和求知欲。 

在小学科学课堂中，项目式学习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项目式学习，学生

可以亲身参与科学实验、观察自然现象、解决实际问题等过程，从而深入理解科

学概念和原理。同时，项目式学习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和

创新能力等综合素养。 

三、结合刘默耕思想与项目式学习的实施策略 

在继承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项目式学习应用于小学科

学课堂中，以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一）设计贴近生活的项目任务 

在设计项目任务时，我们应该注重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让学生在生活中发

现科学、理解科学、应用科学。例如，我们可以设计一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项目

任务，如“探究植物生长的条件”“制作简单的太阳能小车”等，让学生在实践

中学习科学知识，感受科学的魅力。 

（二）注重跨学科知识的融合与交叉 

在项目式学习中，我们应该注重跨学科知识的融合与交叉，将不同领域的知

识进行融合和交叉，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例如，在“制作简单的太阳能小车”

项目中，我们可以将物理、化学、工程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融合和交叉，让学

生在实践中感受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三）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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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式学习中，我们应该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和创新，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和创新能力。例如，在“探究植物生长的条件”项目中，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思

考不同条件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并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假设和猜想。通过实验和

观察，学生可以验证自己的假设和猜想，从而培养他们的探究精神和创新思维。 

（四）注重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的培养 

在项目式学习中，我们应该注重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的培养。通过小组合作

完成任务，学生可以学会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沟通协作、如何分工合作等。这

有助于学生形成团队精神、提高沟通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基础。 

（五）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在项目式学习中，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例如，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材料和设备、解答学生的疑问和困惑、引

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究等。同时，教师还应该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和心理状

态，及时给予鼓励和支持，帮助学生克服困难和挑战。 

四、案例分析 

将刘默耕思想融入项目式学习，可以设计出一个既富有探索性又贴近学生生

活的项目。 

（一）案例 1：小小建筑师——搭建胡萝卜高塔 

以“小小建筑师——搭建胡萝卜高塔”为例的项目式学习实例，该项目体现

刘默耕先生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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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小学生在科学学习中既要有‘金子’（科学知识），也要学‘点石成

金’（科学能力）的本领”的理念。 

1.项目背景 

在日常生活中，学生们经常能见到各种高耸入云的建筑，如输电铁塔、埃菲

尔铁塔等。这些建筑不仅美观，而且结构稳固，能够抵御各种自然力量的侵袭。

本项目通过搭建胡萝卜高塔的活动，让学生深入了解形状与结构稳固性的关系，

培养他们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实践能力。 

2.项目目标 

让学生了解形状与结构稳固性的科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团队

合作精神；引导学生学会运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3.项目实施过程 

（1）导入阶段 

活动：展示各种高塔的图片（如输电铁塔、埃菲尔铁塔等），引导学生观察

并讨论这些高塔的特点和稳固性的原因。 

目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后续的实践活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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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究阶段 

分组讨论：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讨论并设计一座胡萝卜高塔的方案，

包括形状、结构、材料等方面的考虑。 

动手实践：学生根据设计方案，使用胡萝卜、牙签等材料搭建高塔。在搭建

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不同形状和结构对稳固性的影响。 

目的：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和动手实践能力，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科学

知识。 

（3）反思与总结阶段 

小组展示：每组展示自己搭建的胡萝卜高塔，并分享设计思路、搭建过程中

的挑战以及解决方案。 

集体讨论：引导学生讨论不同小组的高塔在稳固性方面的差异，以及形状与

结构对稳固性的影响。 

教师总结：总结形状与结构稳固性的科学知识，强调科学探索和实践的重要

性。 

目的：引导学生学会反思和总结，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表达能力。 

4.项目评估与反馈 

教师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反馈，了解他们在项目中的收获和困难，鼓励他们

继续探索和实践。不仅让学生学习了形状与结构稳固性的科学知识，还通过动手

实践让他们体验了科学探索的过程和乐趣。在搭建胡萝卜高塔的活动中，学生学

会了如何运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有效

地将刘默耕思想融入教学实践中，让学生在探索中学习科学、在实践中掌握科学

能力。 

（二）案例 2：制作简单的太阳能小车 

1.项目背景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和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太阳能作为一种清洁、可再生的

能源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小学科学课堂中，我们可以通过制作简单的太阳能小

车来引导学生了解太阳能的应用和原理。 

2.项目目标 

了解太阳能的应用和原理；掌握制作太阳能小车的基本方法和步骤；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3.项目实施过程 

（1）设计项目任务：教师向学生介绍太阳能的应用和原理，并引导学生思

考如何利用太阳能制作一辆小车。学生分组讨论并设计自己的太阳能小车方案。 

（2）准备材料和设备：教师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材料和设备，如太阳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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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电动机、车轮、导线等。学生根据设计方案准备相应的材料和设备。 

（3）制作太阳能小车：学生在小组内分工合作，按照设计方案制作太阳能

小车。在制作过程中，学生可以相互交流和协作，共同解决问题。 

(4)测试和改进：学生完成太阳能小车制作后，进行测试和改进。他们可以

通过调整太阳能电池板的角度、改变电动机的转速等方式来优化小车的性能。 

(5)展示和分享：学生展示自己的太阳能小车，并分享制作过程中的经验和

收获。其他学生可以提出问题和建议，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4.项目效果评估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学生不仅了解了太阳能的应用和原理，还掌握了制作太

阳能小车的基本方法和步骤。同时，学生在实践中培养了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

团队合作精神。此外，学生还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沟通协作、如何分工

合作等重要的社会技能。 

五、结论与展望 

实践证明，结合刘默耕思想与项目式学习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和

实践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基础。展望未来，我们应该继续深入研究和

探索如何更好地将刘默耕科学教育思想与项目式学习相结合，以进一步提升小学

科学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同时，我们还应该关注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发展方向，

为他们提供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支持。此外，我们还应该加强家校

合作和社会支持，共同推动小学科学教育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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