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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a harmonious world has become the purpose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Participants in a 
harmonious society must be people with sound personality, and the growth of sensibility and rationality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a sound personality. The problem of valuing rationality and neglecting sensibility in elementary school science classes is very 
prominent,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relevant educational concepts to lead perceptual education in science classes, the reiter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eaching concepts just fills this gap. Grasp the education points in the beauty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and the beauty 
of learning and exploration, give it rich emotions in science classes, build rational and perceptual growth together, and help students 
form a harmonious classroom with a sound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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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宗旨。和谐社会的参与者必须是人格健全的人，感性与理性共同生长有利于健
全人格的形成。小学科学课重理性、轻感性的问题非常突出，一直以来都缺少相关的教育理念引领科学课中的感性教育，美
育教学理念的重申恰好填补这一空白。抓住科学发现之美和学习探索之美中的育人点，对其赋予科学课丰富的情感，构建理
性与感性得以共同生长帮助学生形成健全人格的和谐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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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中国明确以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作为

发展宗旨，这是对贯穿在中国文明血脉中的“和”哲学 与美

学理想的现代诠释。一个和谐社会的建构，其重要前提必须

是身处其间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参与其中，健全人格的形成离

不开理性和感性和谐发展的课程教育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坚持“五育”并举，着力解决素

质教育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该《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增强美

育熏陶，说明美育在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中的重要作用。美育

也称审美育人，是一种按照美的标准培养人的情感教育，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高尚的道

德情操，发展学生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其概念有狭义与

广义之分，从科学学科的角度而言，笔者倾向其广义的概念：

美育是将美学原则渗透于各科教学后形成的教育 [2]。

小学科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自然学科课程。课程标准指

出：小学科学是一门基础性、实践性和综合性的课程。学生

通过科学课程的学习，保持和发展对自然的好奇心和探究热

情，了解科学知识，体验探究过程，发展科学探究能力，形

成科学态度和对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责任感。显然，理性的

探究学习和富有情感的探究热情、科学态度等和谐发展是课

程标准提出的要求。

基于当今中国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作为发

展宗旨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美育教育的迫切要求，结合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8.4848



113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8 期·2020 年 08 月

美育教学理念对感性教育重大意义，对健全人格的形成起到

了关键作用 [1]。

在实际教学中，注重理性忽视情感教学的科学课一直困

扰着教师，学生也在高强度的理性学习中渐渐迷茫，理性与

感性渐渐分裂的人格弊端日益凸显 [2]，科学课中渗透情感教

育刻不容缓，而“美育”这一理念的重申，恰好填补了这个

缺口。综合文献查阅的结果，关于小学科学与美育的论述很

少且不成体系，结合其他相似学科与美育的论述和课堂实践

的效果反馈，笔者将审美育人点归纳并分解为两大类：科学

现象之美和科学探索之美 [3]。

2 科学现象之美

科学现象本身作为审美对象所具有的内在即规律性的和

谐美 [4]。即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揭示事物各部分、各要素

的内在本质特征及其相互联系和规律，唤起人身心美感体验。

这种美感体验可以是事物外在特点给予的外在形式之美，更

是人理解其本质内涵后获得的科学本质之美。二者密不可分，

共同构成科学现象之美。

2.1 外在形式美

外在形式美即是令人感到愉悦的事物外在感性特点 [5]。

外在形式包含很多，与科学学科密切相关亦是不少。例如，

把一块条形磁铁和一堆铁粉放进一个密封盒里摇晃，铁粉大

体上呈弧形分布在磁铁的两极，如图 1 所示。铁粉呈弧形分布，

是一种外形美。

图 1 铁粉在磁铁两极呈弧形分布

为探究物质在水中是怎样溶解的，学生将一颗颗深紫色

的高锰酸钾倒入水中，高锰酸钾遇水溶解，出现了以下现象

（如图 2 所示）——如一个个舞者拿着丝巾在那里翩翩起舞，

学生无不惊讶物质溶解时所表现出的动态美如此令人欣喜。

图 2 高锰酸钾遇水溶解

在比较生的食物与熟的食物的不同点时，给五花肉加热

产生的香味无不令学生满脸欣喜，把鼻子凑近加热后的五花

肉旁，长时间的去感知这个气味带给自己的美的感受。

与科学现象相关的外在形式美除了上述的外形、动态、

气味美之外，还有高低、味道、声音等很多方面，它们都是

科学现象美中的重要部分 [6]。

2.2 科学本质美

科学现象的外在形式背后必然有着它的科学本质，二者

缺一不可 [7]。内在规律是无数外在形式的总结和提炼。铁粉

在条形磁铁两极呈弧形分布，不管做多少次实验，我们都会

得到相同的结果。条形磁铁两端磁力最强，称为磁极，其磁

力分布就是圆弧形才导致铁粉呈弧形分布，其他形状的磁铁

亦是如此，有两个磁极，都能吸许多的铁粉，且呈弧形。能

溶解在水中的物质在溶解时都是从外到里，逐渐溶解，恰巧

高锰酸钾有颜色我们能看到它的溶解过程，从而揭示了其他

物质是如何溶解的。食物加热后会产生一些气味，这些气味

是食物中的某些营养元素受热释放产生的，不仅五花肉可以，

其他很多食物加热后都可以产生一些气味。

学生认识科学外在形式后，再探究其性科学本质，从而

体会到科学学科本身作为审美对象所具有的内在即规律性的

和谐美，即科学现象之美。

枯燥的科学现象被赋予了感性的外在形式之美和理性的

科学本质之美，构建出具有丰富情感、和谐共生的科学课，

对学生人格中理性与感性的弥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 科学探索之美

人作为审美主体在科学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美感 [8]，这是

人在学习过程中自己产生而非科学知识赋予。学生在科学课

上遇到问题，往往就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探索解决这些问题，

在探索过程中学生会产生自我成长、获得成功的内心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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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情感从而体会到科学探究的美。结合课堂教学中的科学

探究目标、科学态度目标和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

笔者把科学探索之美提炼为：敢于突破的创新思维美；求真

务实的科学态度美；持之以恒的科学品质美和分工合作的团

队意识美。

3.1 敢于突破的创新思维美

科学课是一门锻炼学生科学思维的课程。科学探究时，

教师往往都会鼓励学生多思考，尝试用多种方法解决问题。

无论成功或失败，至少激励了学生动脑思考去打开思维，不

安于现状，敢于突破。如若成功，内心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和敢于突破的创新思维的美。例如，在认识昼夜交替现象时，

学生通过阅读资料就能掌握其中的科学知识，然而教材却引

导学生用乒乓球和手电筒来代替地球和太阳构建“日地运动”，

亲身体验其中的变化。相比查阅资料死记硬背，这种创新的

学习方式突破传统，帮助学生打开思维，让学生在探究学习

的过程中真真切切的体会到创新思维带来的美好体验。

3.2 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美

求知的道路上，无论是过程还是最终的结果，求真务实

是最基本的学习态度。学习科学更应如此，追求实事求是，

不能模棱两可和以偏概全，必须用严谨的实验结果得出结论。

例如，研究摆摆动的快慢与什么有关，摩擦力的大小受什么

因素影响等都用到数学中的统计知识，为了追求严谨，不论

实验简单或困难，每个实验要做三次及以上，避免因某次实

验错误得出错误的数据影响得出的结论。在类似的教学环节

中，认真落实“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这一教学目标，多次强化，

促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并

把它深深的扎根心里，知道它非常有益，从而学生的内心就

能体会到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是美的。

3.3 持之以恒的科学品质美

自古以来，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永不言弃、持之以

恒的学习是难能可贵的品质。科学家们为了研究某个问题往

往几十年如一日的长期观察、反复实验，确保得出一个准确

的结论。科学课中蚕的生长变化、种植凤仙花等学习内容就

需要学生具备持之以恒的学习品质才能完成。教授这些内容

时，教师不能一味地硬性要求学生去完成，应该辅以情感上

的引导，以培养学生持之以恒的科学品质为目标，让学生从

内心深处认同并接纳它，逐渐体会持之以恒的科学品质带来

的美的体验。

3.4 分工合作的团队意识美

个人的力量太过弱小，团队合作、发挥集体的力量一直

都是社会的主旋律。科学课不同于语数等其他学科，小组合

作学习是它的重要特征，所以分工合作的团队意识对他们的

学习效果有着较大影响。例如，以“摆摆动的快慢与摆绳的

长短是否有关”这个实验为例，就有计时员、计数员、记录员、

材料员、汇报员等人员分工，并且计数员有的还需要 2 人及

以上，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任务并且不能出错，否则极有可

能会因为错误的实验结果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教师在每次

实验时都去强制要求每个小组如何分工，每个学生都要做到

认真实验等，长此以往，学生也会反感这样的硬性要求，学

习效果反而会打折扣。但教师在此环节以培养学生建立分工

合作的团队意识为目标，以积极鼓励的情感态度去引导小组

同学慢慢学会自主合理分工并认真落实，提高学生对“团队”

一词的认识，久而久之，这将赋予每个学生一种心理上认同，

体会分工合作的团队能给我们带来的良好学习效果，这种认

同可以让学生产生美的体验。

4 结语

在当前国家定位和教育理念下，审美育人在教育中地位

的提升已成不可逆势。无论是对科学现象的解析还是学习探

索过程中，教师要从教学内容本身和教学环节中合适的地方

抓住审美育人要点，将理性的科学学习辅以丰富的情感，让

学生内心体会到美的感受，从而逐渐构建和谐健康的科学课，

改善学生理性与感性渐渐分裂的人格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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