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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five education integration” advocates that in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intellectu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labor education should be harmonious and unified,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shape 
the students’ character. Applying this idea to primary school science education can create rich and diverse learning resources and 
situations for children, and help to improve their scientific quality. Therefore, teachers should run through the concept of “five 
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science teaching, deeply understand its connotation, and closely combine it with the primary school science 
curriculum, and vividly reflect it in the science classroom, so a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rect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To this end,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whole-person education” into primary school 
science teach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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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五育融合”的概念主张在教育实践中，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及劳动教育应和谐统一，以全面塑造学生的品格。将该思
想应用于小学科学教育，能为孩子们创造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和情境，有助于提升其科学素质。因此，教师在科学教学中需
贯穿“五育融合”的理念，深入领会其内涵，并将其与小学科学课程紧密结合，将其生动地体现于科学课堂之中，以此培养
学生的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此，论文将探讨如何将“全人教育”理念有效地融入小学科学教学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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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进步对日常生活日益增强的影响，小学阶段

引入的信息技术教育紧跟时代步伐，推动教育模式的革新，

进而激发小学生的思维潜能。在小学的信息技术课程中，实

施五育并重的教育策略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不仅教导小学生

掌握尖端科技，培养其高效的数据分析和信息处理技能，从

而在“智育”方面取得进步，同时也在道德、智力、体育和

美育等多维度为小学生开辟更丰富的成长空间，有力地推进

素质教育的实施。

2 整合五育理念与小学信息技术教育的必要性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演进，高科技已深深渗透入日常生

活，对信息技术有更为理智和全面的认识。在小学的信息技

术课堂上，浩瀚的网络资源富含五育的各个方面，为培养小

学生的全面素质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教师的有效指导能使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从而在德育、美育、

智育等多个维度上实现教育的全方位覆盖，促进学生各项技

能的平衡发展。将“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融入信息技术教

学，能为小学生开辟更宽广的成长路径。借助信息技术的支

持，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得以全面发展，为个人能力

的持续增强奠定牢固基础。将“五育并举”教学理念与信息

技术相结合，实质上是对小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体现，有助

于将教育政策的具体要求真正落地，有效推动小学信息技术

教学质量的提高 [1]。

3 五育融合思想在小学科学教育中的实践状况

尽管众多小学科学教师已掌握五育并举理念的理论基

础及实践途径，但有一部分教师误以为科学课程比重有限，

故在教学实践中并未充分展现五育并举的精髓，或是未能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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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出有效结合该理念于小学科学教育的具体途径。此外，有

的教师在教学中将五育并举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混

为一谈。该现象的根源在于教师未能充分认识到科学教育的

核心价值，以及未能探寻到将五育并举理念切实融入小学科

学教育的策略。因此，推动五育并举理念在小学科学教育中

的应用，首要任务是使教师正确认识该理念，并发掘相应的

教学实施策略 [2]。

4 五育融合教育理念与小学信息技术课程的
整合策略

4.1 在教学内容中潜移默化地融入品德教育
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塑造品德。在小学的信息技术教学

中，不仅要强调技术知识的传授和探究精神的培养，更要揭

示科技背后的美学与伦理，利用科技的教育潜力来激发学生

对学习科技的热情，使其热爱科技，热爱家乡，热爱国家，

从而树立起正确的科技价值观 [3]。

例如，在教授《地球上的水》该课程时，教学的首要

目标设定为启发学生的环保责任感，鼓励爱护家乡水源并主

动投身于水资源保护行动。基于此目标，设计一次小组合作

学习活动，要求学生们提前搜集相关资料，并在团队内部明

确各自的职责。在课堂上，各组以各自独特的形式展示研究

成果，有的通过图片展示，有的整理成文字报告，还有的小

组借助关于水污染的多媒体课件。该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对学

科知识的浓厚兴趣，课堂气氛活跃。更重要的是，明确的小

组分工确保教学活动的有序进行，同时也促进学生之间的互

助协作和团队精神的养成。此外，每组的成果展示增强学生

的集体归属感。最后，带领学生深入探讨地球上水资源的知

识，以此培养其节水意识和水资源保护意识。整个教学流程

不仅传授学科知识，更塑造学生的美德品质，使其深刻体验

到合作互助的价值，以及珍视和保护水资源的必要性。德育

教育在此过程中悄然渗透。

4.2 体育融入课堂教育的策略
体育教育的核心目标是提升个体的生理机能，激发其

活力，强化体能训练，并通过实践塑造健康的运动理念，养

成规律的生活习惯。作为多元教育的重要载体，体育为全面

素质教育提供坚实的基础支持。教育部体育与健康艺术司发

布《关于强化中小学体质健康管理的最新指导》，强调体质

健康在教育体系中的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小学科学教学实践

中，应巧妙地融合体育元素，让学生深刻理解“健康的基石

在于身体”，认识到拥有良好体魄是所有学术探索与生活活

动得以顺利进行的首要条件 [4]。

例如，在教授《植物的根》课程时，首先引导学生聚

焦于牵牛花，解析其生命结构的基本单元，接着，安排小组

活动，让学生细致比较菠菜和葱的根部特征，如形态和粗细

对比，以此培养其观察力。紧接着，通过设计实际操作任务，

学生们亲身体验根系在维持植物稳定和汲取水分中的关键

作用。随后，引入延伸课题，让学生理解植物根部健康对于

整体生长的意义，进而激发对于生态保护的初步认识。为深

化理解，巧妙地将植物的“生命基础”与人类生理结构相联，

通过设计标签对应游戏、模拟身体反应实验以及亲手制作植

物标本等活动，使学生们对植物的内在构造有直观而深入的

理解。如此，不仅能轻松掌握植物各部分的功能，深刻领悟

根系对生命的重要性，还自然而然地产生保护自我健康的意

识。在该过程中，顺势引导学生讨论个人健康维护的方法，

强调体育锻炼的价值，从而成功达成教学目标。

4.3 融入美学元素于实践操作之中
在小学科学教材中，丰富的实践与创新设计项目占据

显著地位，如《物质的交融与分离探索》和《力的奥秘解析》。

这些活动不仅包含深受学生喜爱的实验环节，更侧重于提升

其实践技能。然而，与美术课或劳动技术课程中的制作活动

相比，小学科学中的设计与制作更侧重于将其作为学习知识

的创新平台，强调学生的积极参与和主动实践，旨在培养其

批判性科学思维和深化对科学的理解。特别地，通过该活动，

孩子们能在探索中体验到科学的魔力，进而培养出独特的审

美感知和艺术欣赏能力。

例如，在教授《沙漏》这节课时，目标设定为使学生

掌握沙漏的构造原理，并能动手利用基础素材制作出沙漏。

因此，课堂实践中，着重强调沙漏的制作过程。向学生们

发放必要的手工材料，包括果冻盒、锥子、细沙、厚纸板、

铅笔和胶水等。接着，学生被组织成四人一组，合作制作沙

漏，并借助教室的时钟估计沙粒从上半部分完全流至下半部

分所需的时间。分配好任务后，各个小组开始绘制设计图，

挑选材料，并探索不同的连接技巧来制作沙漏。所有小组完

成后，每个组都需阐述其设计思路，通过展示作品，引导学

生们欣赏沙漏的美学，比较不同作品，从中解析科学原理，

以此深化学习体验，同时也悄然融入美育教育。

4.4 在社会实践中深化劳动素养
在新时代的教育蓝图中，《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鲜明地突出劳动教育的核心地位。小

学科学课程作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扮演着不可或

缺的角色，巧妙地融入劳动教育元素，旨在引导学生亲近大

自然，投身田间劳作，亲身参与其中，从而塑造正确的劳动

认知，增强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并深刻体验劳动成果的珍贵，

领悟其背后的价值与艰辛。

例如，在《植物的身体》该单元的教学中，涵盖广泛

的植物学知识，包括根系、茎干、叶片的蒸腾功能，以及花朵、

果实等主题。然而，仅依赖静态图片展示、视频演示或口头

传授，往往难以激发学生们对科学世界的深度认知。因此，

建议采取更直观的方式，引导学生深入田间地头，通过实地

参与来探索科学原理，提高其实践能力。例如，组织学生参

观附近的农田，让其亲自见证植物的成长历程，细致观察不

同作物的花朵、果实、根部、茎干和叶子的异同。同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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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请农民导师分享农作物种植的窍门，并指导学生参与诸如

翻土、除草、间苗等基础农事活动，使其亲自体验劳动，增

强对学科知识的感知，同时在实践中塑造正确的劳动观念，

从而推动劳动教育的实施。

4.5 提升实验在教学活动中的地位
实验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于科学教育中，它让学习

者有机会亲手投身于科学探索，而非单纯依赖教师的讲解。

这种直接参与的方式使学生能直观地体验科学实验，从而激

发对科学现象的热情。增强实验的教学比例，有助于吸引学

生更深入地投入科学学习，为其知识构建提供丰富的实践支

撑。同时，实验也让学生领略到科学的美学，认识到科学与

美、精神修养等人文价值的交融，为教师实施全面教育理念

提供便利。

以青岛二年级上学期科学教材的《太阳和月亮》单元，

《太阳的光和热》一课为例，在传授基础理论后，教师可呈

现一个引人入胜的实验——利用棱镜分解阳光。教师只需将

棱镜置于阳光下，展示出光束被分解成的多彩光谱，使学生

们领略到科学知识的美学魅力。该时刻，学生的科学好奇心

会被激发，进而将兴趣转化为积极的学习动力。此外，教学

中穿插引用如金波的《让太阳长上翅膀》等诗歌，能深化学

生对科学概念的理解，因为探索欲望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

驱动力。当学生充满求知欲，会更愿意跟随教师的指导，主

动完成学习任务，从而更好地掌握科学知识。同时，教师可

以结合课本设计更多实验活动，让学生通过动手实践来深化

学习。

5 在五育并举的视角下，小学科学评价体系
改进的实践探索

5.1 深化对发展性教学评估的理解
致力于提升教师对发展性评估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尝试，

以此驱动教学评价体系的创新。针对小学科学教育中发展性

评估理解不足的现象，首要任务是强化教师对评估方式的理

论理解，确保其在内容设计上契合中国的课程标准，从本质

上满足评估学生进步的增值模型需求，并考虑其对学生学业

成就的实际影响；同时，应强调评估的实践应用，将其融入

具体的课堂教学，以健全科学评价框架 [5]。

5.2 建立多角度评价体系
传统教学评估中，教师通常是主要的评价者。然而，

教师对学生的全面理解和洞察可能存在局限，导致评价的公

正性和客观性不足。此外，教师的单一评价视角可能仅关注

学生的一部分特质或过分强调课堂表现，而忽视对学生的全

方位了解，可能导致评价的片面性。在当前五育并举的教育

环境中，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有必要构建一

个更加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该体系应包含教师的评价、学生

的自我评价以及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多种评价主体的介入

能确保对学生多方面表现的考量，同时，让学生参与其中，

可以激发其主体意识，鼓励勇于表达个人观点。

5.3 实施增值性教学评估反馈机制的优化
在基础教育的环境中，科学课程的核心任务是构建以

培育学生科学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育内容。科学素养的塑造

是一个包容多维的评价理念，构成一个复杂的多元化评价框

架。鉴于学生们在价值观、情感倾向及行为习惯上的个体差

异，各类评价指标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因此，需要依据学

生的个性化差异和特性，调整分阶段的评价准则，强化评价

的反馈功能，以此确保学生能清晰理解评价的实际影响和

作用。

6 结语

综上所述，将五育整合的理念融入小学科学教育中，

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科学知识学习成效和学业表现，更对塑

造其全面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实现该教学目标，教

师可采取策略如紧密联系科学课程内容，精准提取五育的教

育要素，巧妙运用多媒体工具，创建适合五育培养的情境，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应坚持以德为先，平衡发展

五育，确保在小学科学教学中贯彻五育融合的理念，以此推

动学生的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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