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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小学课堂教育普遍存在效率慢、效果差的问题，原因在大部分小学生都不具备科学素养，加之课堂教育的某些不科学方式，导

致教学进度无法加快。加之小学生学习质量较差，如何培养小学生科学素养，让教学教学课堂的效率、效果提高，是现代小学教育领域需要

重点思考的问题。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将展开研究，重点分析科学素养概念，并提出相关策略。 

[关键词] 小学生；科学素养；高效课堂 

中图分类号：G623.6  文献标识码：A 

 

小学生年纪尚幼，且接受教育的时间较短，说明大部分小学生内心

还是倾向于以前“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一现象就导致小学生普遍存在

科学素养薄弱的问题，同时现代小学课堂教育主要以教师为主导，使得

小学生在课堂教育中出现被压迫感，这会让小学生抵触教育内容，加剧

教学素养薄弱的问题。对此本文研究意义在于：如何改善现有小学课堂

局面，促进小学生科学素养提升，通过提高课堂科学性来实现高效课堂。 

1 科学素养概念 

科学素养可以概括成三个部分，即科学知识、科学发展过程与方法、

科学发展下的影响。下文将对各部分内容进行阐述。 

1.1 科学知识 

科学知识是指某科学项目中所包含的信息，这些信息之间存在复杂

的逻辑关系，通过这些信息可以推动科学发展、生成科学方法，且对作

用目标产生影响。在科学知识层面上，人的科学素养高低是根据人是否

愿意了解科学知识的程度来判断的，即当人非常主动的去了解某项科学

知识时，则说明人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这一点在小学生角度上是一样

的，但大部分小学生并不会主动去了解某项科学知识，因此在学习中会

表现的比较被动或木讷，这些表现均不利于小学课堂效率与质量。 

1.2 科学发展过程与方法 

科学发展过程与方法是指某项科学的发展历程与发展中出现的方法

（可解决某些问题的方法），代表了人的科学水平与科学应用能力。因此

如果人对某项科学的发展比较了解，就能从中得出一定逻辑，结合对科

学知识的主动太多行为，推动该项科学发展；如果人对某项科学方法比

较了解，就可以利用这些方法来解决对应的问题，说明科学发展过程与

方法也是科学素养的一部分。而在小学生角度上，因为小学生还处于基

础知识学习阶段，所以几乎所有小学生在科学发展过程与方法方面都存

在缺陷，导致其科学素养相对薄弱。 

1.3 科学发展下的影响 

科学发展下的影响是指人或者事物受科学作用后发生的变化，例如

汽车就是科技发展下的产物，其作为大众交通工具使人们的交通便利程

度得到了大幅提升，这就是科技发展下的影响。这一条件下，如果人不

知道科学发展下带来的影响，就很难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也会本能的排

斥科学技术，说明此类人的科学素养较低。而大部分小学生就存在这方

面的问题，即小学生年纪尚幼，并不知道自己周围的一切都是科学发展

下的产物，因此并不了解科学发展下的影响。 

2 培养小学生科学素养的方法 

2.1 引导式教学方法 

现代小学课堂的教学模式会压制小学生的主动性，导致小学生学习

兴趣偏低、缺乏主动性表现，同时加剧科学素养薄弱的程度。因此建议

教师采用引导式教学方法来打造一个以小学生为主导的课堂，给小学生

学习主动性表现提供工件，同时激发小学生学习兴趣，再通过教育工作

来培养小学生的科学素养。首先在课堂中教师应当以小学生为主，而自

己则为引导者对进行教育，其次过程中需要向小学生抛出一系列具有引

导作用的科学性问题，激发小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同时随着小学生主动

的问题思考行为，会让小学生发现科学的魅力，由此即可提高小学生的

学习兴趣。例如某小学教学当中，教师作为引导者向小学生提出了“混

合运算计算法则”类的问题，激发小学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不断

破解混合计算公式的每个步骤，观察公式的变化，这样小学生在数学方

面的科学素养就得到了提升。 

2.2 案例逻辑教学方法 

案例逻辑教学方法是以某个案例为基础，教师针对案例的发展情境

一步步的进行剖析，阐述每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变化、成果等，由

此让小学生在科学发展过程与方法方面的科学素养提升。例如某小学教

学工作中，教师以“MOBA”类游戏案例为基础展开了教育活动，将游戏

开发初期与现有版本进行对比，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为什么要这样

改动，同时对改动后的成果进行了分析，由此对小学生的逻辑思维进行

了培养，促使小学生在思维上会对事物的发展过程与方法进行分析，提

高了在科学发展过程与方法方面的科学素养。此外，案例中教师之所以

会以“游戏”为例是因为小学生兴趣所在，因此在案例逻辑教学法中要

根据小学生兴趣取向来选择案例，不能盲目选择。 

2.3 延伸教学方法 

延伸教学方法的核心在于想象力，即以某个主题为基础，引导小学

生对这个主体的发展进行想象，并对想象中的成果进行总结。例如某小

学教育工作中，教师以《西游记》中孙悟空角色为基础向小学生提出了

“假设孙悟空没有上山学艺会有什么影响”的问题，这时通过小学生的想

象就可以得出一系列的问题，长期如此小学生就会养成主动想象的思维，

而这种思维可以让小学生在科学发展中进行思考，了解科学发展下的影

响。 

3 结语 

综上，现代小学生在科学素养的三个方面都存在缺陷，同时受传统

课堂模式影响，其科学素养薄弱问题的程度很严重，不利于小学教学质

量。而通过文中策略可以改善传统课堂模式的问题，同时全面对小学生

的科学素养进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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