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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mentary school is an important stage of interest cultivation and thinking enlightenment. Science education courses ar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upils’ hands-on and brain-powering ability. Therefore, primary education should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how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science, and motivate them to explore the joy of 
science, is a question that primary school science teachers should consider. Based on the actual teaching situation of Chengdu Shuang-
yanjing Elementary Schoo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ive methods of stimulating the interest and exploration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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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教育兴趣激发与探究激励的有效方法　
向林 　

成都市双眼井小学，中国·四川 成都 610017　

摘　要

小学是兴趣培养、思维启蒙的重要阶段，科学教育课程有利于开发小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因此小学教育要尤其重视对学
生科学素养的培养，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激励他们探究科学的乐趣，是小学科学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本文以成
都市双眼井小学的实际教学情况为依据，对小学科学教育兴趣激发与探究激励的有效方法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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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小学教学课程体系中，科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

在小学阶段，学生对于外界环境还处于懵懂未知的状态，好

奇心驱使他们对一切客观事物的探知欲，从事科学学科教学

的老师应该充分利用学生这一特点，鼓励他们勤于思考，多

问问题，多动手，开拓他们的思维，增长见识，为以后的学

习打下基础。

2 小学科学教育的重要意义

在小学阶段，进行科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一定的创

新思维和实践探究能力，培养他们对于科学这一学科的兴趣，

让他们体验科学过程、感受科学魅力。科学教育是小学立德

树人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小学阶段各科的学习都处于启蒙阶段，

科学教育也是如此，因此小学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不在于学科

知识的传授，而在于激发兴趣。小学科学教育能够激发学生

们的好奇心，满足他们的求知欲，因此这门课程对于培养学

生的科学精神和实践创新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

各地的小学都要高度重视科学教育，成都市双眼井小学在教

学体系中专门设置了科学教育课程，并设定了一定的教学目

标。[1] 小学科学课程的基本理念在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以全体学生为培养对象，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同等的、公平的

学习机会；第二，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求

知欲；第三，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坚持以学生为主体，鼓励

他们自我思考，勤动手勤动脑；第四，提倡探究式学习，让

学生主动进行探究活动。科学课是小学阶段为了培养学生的

科学素养、进行科学启蒙的一个基础性学科，所以它的教学

特点跟语文、数学这些学科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主要就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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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课程的学习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自然界的各种事物，

也包括科学规律和一些科学现象，科学课程的内容是客观的，

学习方式却呈现出较大的主观性，这门学科是一门充满兴趣

的学科。学好科学课程，能够让小学生学会以科学的思维和

眼光去看待事物，既有利于他们其它课程的学习，也有利于

他们正确价值观的培养。因此，小学科学教师应当采取有效

措施激发学生的科学学习兴趣，鼓励他们积极进行科学探究，

达到更好的教学目的。

3 小学科学教育兴趣激发与探究激励的具体

方法

3.1 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学习

学习本来就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老师只是起到引导作用，

实际的学习过程必须要有学生的主动积极参与，才可能取得好

的教学效果。不管是哪门学科的教学，如果学生主动参与的热

情比较高，那么教学效果往往都比较好。对于小学生来说，对

学习的主动性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对该门学科感兴趣，俗话说：

“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如果学生对所学课程本身就表现

出极大的兴趣，那么学习效果自然就事半功倍，反之亦反。[2]

科学教学老师要想让学生学好这门课程，首先就要鼓励学生自

我参与，让课堂变得生动有趣，这样学生的学习热情就会很高。

从事小学科学学科教学的老师，应该以教材为基础，联系客观

生活实际，把握小学生心理，挖掘出教材中小学生感兴趣的内

容，从而使学生乐于接受并且主动加入到科学探究活动中。这

其实就是一个变“苦学”为“乐学”的过程。怎样让课堂变得

生动有趣呢？老师首先一定要让学生做到“主动参与”，只有

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学生才可能会感知到科学课程的魅力。古

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就是说人们要

想深入了解和认识事物，最佳办法是亲身参与、体验。对于小

学生来说也是如此，要想科学学习效果好，就必须提高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老师可以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堂课外活动等形

式来促使他们主动参与探究。

3.2 要注重学生实验操作能力

科学课程既不同于语文学科教学强调背诵、记忆，也不

同于数学教学强调计算，就教学内容和形式而言，科学教学

十分注重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也就是他们的自我探究能力。

科学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之前，应该首先让学生明确这门课

程知识内容的来源是在科学家们长时间的不懈实践探究的基

础之上提炼出来的，使他们懂得实验操作和实践探究对学习

科学课程的重要性。因为科学课程的内容比较广泛，而且不

管是在课堂上还是课后，科学教师都可以为学生提供很多听、

说、读、写的机会，老师应该想办法使之带有科学色彩，如

通过让学生撰写观察日记，阅读科普书籍等来增加他们对科

学的了解，等。除此以外，在科学教学课堂上，老师通过展

开实验教学，可以让学生积极动手，并且认真思考。在进行

实验教学时，科学教师应该让所有的学生都主动参与其中，

老师起到引导作用即可，以学生为主体，给他们留够时间进

行实验操作和提问。老师为学生们准备实验所需的器材，制

定实验计划，而学生就要负责动手操作，观察实验现象，以

及提出实验结论等。通过实验操作过程，提高学生的动手操

作能力，让他们掌握一定的实验方法，通过自主探究获得科

学知识也能够让他们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在学生的动手过程

之中，老师还要在旁引导他们思考实验现象，提出科学问题，

并且要求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一边动手一边积极做记录，多问

为什么。在实验操作结束以后，老师可以请同学谈谈探究后

的体会和感受，并且对自己和小伙伴的实验做出评价。

3.3 创设轻松愉悦的课堂教学环境

小学阶段，学生年龄尚幼，他们对于客观世界认识不足，

令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必须要先调动他们的学习热情。经科学

研究成果表明，轻松愉悦的课堂环境更有利于学生的主动参

与。针对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小学科学课程的教师要为学生

创设轻松愉悦的学习情境，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愉悦的情

境中“发现”以及“创造”，老师应该尽可能地激发每一个

学生的兴趣，最大程度地唤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从而

让他们主动学并且乐于学。[3] 科学教学的实际效果怎么样，

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是否能够使课堂保持生动活泼、

轻松愉悦的教学气氛。只有让课堂生动有趣，才能够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教学内容灵动活泼，才更加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

不管教师使用何种教学方式来开展科学教育，但都应该遵循

打造融洽课堂的原则，所谓融洽的课堂环境，就是营造使老

师教授轻松，学生学习起来也比较轻松的学习氛围，这就需

要老师安排一些有趣的教学环节，例如可以在课堂上设置猜

谜语的方式，来让学生了解一些科学现象，也可以通过课堂

提问、科学知识竞赛的方式鼓励学生参与，例如老师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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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灯片上放一些动物、植物的图片，让学生猜出是什么动物、

植物，这样一来，既可以使学生了解到很多自然界的事物，

也能够使整个课堂教学氛围轻松愉悦。

3.4 联系实际生活

一切科学现象、科学规律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必然是经

过长时间对自然客观世界进行实践探究之后得出来的结论。

生活是这些科学现象及规律的来源，不结合实际生活，就会

使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显得空洞而无趣，所以科学教师在教学

活动中，一定要注重联系生活实际，在设计教学内容时，也

要多多添加一些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这样才能够使

他们在学习时更能理解所学的内容，而不是一味的死记硬背。[4]

小学阶段的学生，由于思维不成熟，所以还不能以科学的正

确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往往他们的认知都会和实际生活联系

紧密。新课程标准也证明了，科学课程本身就是集生活性与

工具性于一体的一门学科，且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的，所以生活化教学对于科学学科来说是一个基础的教学

手段，教师在进行理论的讲解时，一定要和生活理念相融合。

因此，如果科学教师能够将生活化的教学环境融入课堂教学，

也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科学学科反映的本来就是现实生

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科学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设

备来展示相关资料，通过多媒体将这一节课主要讲解的知识

与现象用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向学生们展现出来，这样就会

使书本上的内容不再那么抽象，便于学生更加直观的进行观

察，从而使他们认真领悟到教学内容。[5] 教师通过课堂展示

的方式，既能够让学生更加真切的感受到生活中的种种客观

事物和迹象，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当然，老师在课堂

上还可以通过一些科学小设备等来进行一些小演示，这些演

示要结合生活实际来对学生们进行讲解，也能够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激励他们进行探究。科学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多

多进行一些户外探究活动，老师应该提出学生感兴趣的问题，

制定一些完成难度不大的实践计划，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6]

教师要对学生的户外探究进行及时地督促检查，并做出鼓励

性的评价，这也是激发学生科学探究兴趣的教学手段。

4 结语

本文对小学科学学科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

对小学科学教育兴趣激发与探究激励的具体方法进行了探究，

总之，小学科学教学一定要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入手，因

为趣味教学是符合小学生心理的一种教学方式，它能够鼓励

学生主动参与，鼓励他们进行自主探究，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

因此，小学科学教育必须要注重对学生兴趣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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