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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strategy of integrating 
scientific elements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and organically combine scientific knowledge with Chinese teaching content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methods,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learning interest and innovation 
ability.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scientific elements into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elaborat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grating scientific elements into prim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pecific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practice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 a targeted manner,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value for futur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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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跨学科教学逐渐成为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论文旨在探讨融合科学元
素于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实践策略，通过跨学科的教学方法，将科学知识与语文教学内容有机结合，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养、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论文先是分析了融合科学元素于小学语文教学的意义，并且详细阐述了当前小学语文教学中融
入科学元素的现状，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的跨学科教学实践策略，以期为以后的教学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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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小学语文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学科，其教学内容丰富

多样，为跨学科融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融合科学元素于小

学语文教学，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还能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因此，探讨

融合科学元素的小学语文跨学科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2�融合科学元素于小学语文教学的意义

2.1�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语文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学科，不仅是语言文字的学

习，更是文化传承、思维训练与情感培养的载体。当科学元

素巧妙融入语文课堂，学生不仅能在优美的文字间遨游，更

能通过科学知识的探索，拓宽视野，激发好奇心与求知欲。

这种跨学科的学习方式，促使学生在掌握语言技能的同时，

也培养了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元

素的融入，让语文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学生在理解课文

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科学世界的奇妙与魅力。通过科学实验

的模拟、科学现象的解析，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在探索

中成长，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此外，科学精神的

培养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它鼓励学生勇于质疑、敢于创新，

为未来的学习与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2.2�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传统的语文教学中，文字与故事虽然引人入胜，但加

入科学元素后，课堂便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学生们不

再仅仅是文字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知识的主动探索者。

科学实验的简单演示、科学现象的生动讲解，以及科学原理

的巧妙融入，都让语文学习变得生动有趣。学生们在这些科

学元素的引导下，对课文的理解更加深入，对知识的渴望也

愈发强烈。学生开始主动思考，积极提问，甚至尝试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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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去解释和验证所学的内容。这种学习方式不仅满足了

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更激发了学生探索未知世界的热

情。学生们在享受学习乐趣的同时，也逐渐培养起了对科学

的浓厚兴趣和敬畏之心。

2.3�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科学探索的本质在于不断质疑、假设与验证，这一过

程与语文学习中对文本的多角度解读、创意表达不谋而合。

在融合科学元素的课堂上，学生们被鼓励跳出传统框架，以

新颖的视角审视问题，用创新的思维解决问题。语文与科学

的结合，让学生们在文字与科学的碰撞中激发灵感。通过科

学实验的观察、科学原理的理解，学生们学会了如何运用批

判性思维去分析现象，如何用创造性思维去构想解决方案。

这种跨学科的思维方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

更促进了学生创新能力的飞跃。此外，科学元素的融入还为

学生们提供了更多实践和创新的机会。无论是参与科学小制

作、撰写科普文章，还是进行创意写作，学生们都能在实践

中锻炼自己的创新思维，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际成果 [1]。

3�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入科学元素的现状

3.1�教师认知与实践的差异性
教师认知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体现在教师对跨学

科融合重要性的理解程度上。一方面，部分教师虽认识到科

学元素对语文教学的促进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因教学方

法、资源限制或个人习惯等因素，难以有效实施。学生可能

更倾向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对如何巧妙融合科学元素感到困

惑或缺乏动力。另一方面，实践中的挑战也加剧了这种差异。

即便有教师愿意尝试融合科学元素，也可能面临教学资源不

足、课程时间紧张、学生接受度不一等实际困难，导致教学

效果不尽如人意。这种认知与实践之间的脱节，限制了小学

语文教学中科学元素的有效融入，影响了学生综合素养的全

面提升。

3.2�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局限性
当前，许多语文教材内容虽蕴含一定的科学元素，但

往往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难以形成完整的知识

体系。一方面，这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难以有效挖掘和整

合这些元素，难以设计出既符合语文教学要求又富含科学精

神的教学活动。另一方面，教学方法的单一性也限制了科学

元素的有效融入。传统的讲授式教学虽然能够传授知识，但

往往缺乏互动性和探索性，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索

欲望。而能够促进学生主动探究、合作交流的现代教学方法，

如项目式学习、探究式学习等，在语文教学中应用还不够广

泛，使得科学元素的融入效果大打折扣。

3.3�学生学习兴趣与效果的差异性
由于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学习背景及认知能力不同，

学生对科学元素的接受程度和反应也各不相同。一些学生对

科学实验、科学现象充满好奇，能够积极参与并从中获得乐

趣和成就感，从而显著提高学习效果；而另一些学生则可能

对此类内容兴趣不大，或由于理解能力有限而感到困惑，导

致学习效果不佳。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使得教师在设计和实

施融合科学元素的教学活动时面临挑战。如何平衡不同学生

的需求，激发所有学生的学习兴趣，确保每位学生都能从中

受益，是当前语文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

4�融合科学元素的小学语文跨学科教学实践
策略

4.1�整合教材内容，挖掘科学元素
融合科学元素的小学语文跨学科教学实践中，整合教

材内容、深入挖掘其中的科学元素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一

策略要求教师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打破

传统学科的界限，将语文学科的知识与科学领域的内容有机

融合。教师可以通过深入研读教材，识别并提炼出与科学相

关的知识点或主题，如自然界的奥秘、科学家的故事、科学

发明与发现等。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进一步拓展教学资源，

引入相关的科学实验、科普视频、科学读物等材料，为学生

构建一个丰富多元的学习环境。例如，在教授《曹冲称象》

这一经典课文时，教师不仅可以讲述曹冲如何利用浮力原理

称量大象的故事，还可以引导学生探索浮力的基本原理，通

过简单的实验（如使用水槽、塑料球等物品模拟浮力现象）

让学生亲身体验并理解这一概念。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思考

其他利用浮力原理的实例，如船只的航行、潜水艇的升降等，

从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通过这样的

整合与挖掘，小学语文课堂不再局限于文字与语言的学习，

而是成为一个充满探索与发现的科学乐园。学生在享受语文

学习乐趣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科学的魅力，从而激发学生对

知识的渴望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

4.2�创设跨学科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创设跨学科情境在融合科学元素的小学语文跨学科教

学实践中，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教学策略，它能够极大地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知识的内化与迁移。这种情境创设要

求教师巧妙地将语文学习与科学探索相结合，营造出一种既

符合学生认知特点又充满挑战与乐趣的学习环境。一方面，

教师可以设计一系列贴近学生生活实际或具有趣味性的跨

学科活动。例如，在讲解《草船借箭》这篇课文时，教师不

仅可以分析诸葛亮如何运用智慧与天气条件成功借箭的策

略，还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探索气象学的奥秘。通过组织一

次“小小气象员”活动，让学生亲自观测天气变化，记录风向、

风速等数据，并运用所学知识预测天气趋势。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不仅加深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还学会了如何运用科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为学生

创设更加逼真、生动的跨学科情境。比如，在讲解《黄山奇石》

时，教师可以通过 VR 技术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游览黄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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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各种奇特的岩石形态，并引导学生思考这些岩石形成的地

质过程。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能

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和探索欲 [3]。通过创设跨学科

情境，小学语文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学生的学习兴趣被

充分激发。学生在探索与发现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语文知

识，还培养了科学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未来的全面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4.3�加强师生互动，促进思维碰撞
加强师生互动、促进思维碰撞是提升教学效果、培养

学生创新思维的关键环节，这一过程要求教师积极营造开

放、包容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敢于提问、勇于表达，还可

以灵活运用各种教学策略，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力。一方面，

教师可以采用小组讨论、角色扮演、辩论赛等多种形式的

教学活动。例如，在讲解《两小儿辩日》这一寓言故事时，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分角色扮演两个小孩和孔子，围绕“太阳

何时离我们最近”的问题展开辩论。在辩论过程中，教师不

仅要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内容，还要鼓励学生运用科学知

识来支撑自己的观点，形成有理有据的论证。通过这样的活

动，学生不仅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还学会了如何运用科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也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逻辑思

维能力。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以利用问题导向的教学策略，

通过提出一系列具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

思考、积极探究。例如，在讲解《蝙蝠和雷达》这篇课文时，

教师可以提出“蝙蝠是如何在黑暗中飞行的？”“雷达是如

何模仿蝙蝠的飞行原理的？”等问题，引导学生通过阅读课

文、查阅资料、小组讨论等方式来寻找答案。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

和疑问，与老师和同学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在跨学科教

学实践中，教师应该始终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学习需

求和思维发展，努力为学生创造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学习

环境。

4.4�拓展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
拓展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是拓宽学生视野、提升

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这一策略要求教师不仅要充分利用现

有的教材资源，还要积极寻找并引入多样化的外部资源，以

构建一个立体、全面的知识体系。一方面，教师可以积极利

用图书馆、网络、社区等多种渠道，搜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

科学资料、视频、图片等素材。例如，在讲解《蟋蟀的住宅》

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借助网络资源，搜集关于蟋蟀生活习

性、居住环境等方面的科普文章和视频，让学生更直观地了

解蟋蟀的神奇世界。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进自

然，观察身边的昆虫和小动物，通过实地考察和亲身体验来

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以邀请科学家、

科普工作者等专家走进校园，为学生举办讲座、工作坊等活

动。这些专家不仅能够为学生带来最新的科学知识和研究成

果，还能够分享学生的科研经验和人生感悟，激发学生对科

学的热爱和向往。例如，学校可以邀请一位昆虫学家来校，

为学生讲解昆虫的分类、生态功能以及保护意义，并指导学

生进行昆虫标本制作等实践活动。拓展教学资源、丰富教

学内容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还能够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探索精神 [4]。在跨学科教学实践中，教师

应该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敏锐的观察力，不断寻找并引入

新的教学资源和方法，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和发展

需求。

5�结语

融合科学元素于小学语文教学是一种创新的教学实践，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学习兴趣和创新能力。通过整

合教材内容、创设跨学科情境、加强师生互动、拓展教学资

源等策略，可以有效推动小学语文跨学科教学的深入发展。

未来，应进一步加强跨学科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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