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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课程标准》强调：“科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要求学生能用所学知识解释生活和生产中的有关现象，解决有关实际的问题；

了解科学在现代生活和技术中的应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学生天天与科学打交道，却对生活中的科学熟视无睹，对科学

缺乏兴趣，导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不到锻炼和提高，学与用分离，把科学学习与生活割裂开来。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在传统的教育方

式下，课堂教学是封闭的，教学活动是单一的，教学方法呆板，教学学习与生活严重脱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依附性强，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得不到有效的培养。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改变观念，让学生回归生活，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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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强调：小学科学课程是一门具有活动性和实践性的课程。小

学科学课程把探究作为学生学习科学的主要方式。学生要在探究过程中

理解科学概念，掌握科学方法，培养科学态度。让学生在活动中进行探

究，经历科学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从而促进其科学态度的发展。  
1 教学内容的选择贴近学生的生活  
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科学课程中，许多内容都可以在学生的生活

实际中找到背景。第一学段，学生所感知的生活面较窄，从他们身边熟

悉的、有趣的事物中选取学习素材，容易激发他们学习科学的兴趣，使

他们感受到科学就在自己的身边，也易于他们理解相关的科学知识，体

会到科学的作用。学生的活动空间有了较大的扩展，他们感兴趣的问题

已拓展到客观世界的许多方面，他们逐渐关注来源于自然、社会中更为

广泛的现象和问题，对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内容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因此，

教学所选择的素材应尽量来源于自然、社会中的现象和问题。如与现实

生活有关的图片、图形（照片、简单的模型图、平面图、地图等），以使

学生感受到科学的价值和趣味。例如在教学《认识水》时，我们就可以

就地取材，运用学生身边熟悉的“水”作为学习的素材，激发学生对“水”

的“神奇”之处产生兴趣，让学生产生探究欲。  
2 科学现象贴近学生的生活  

《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指出：“让学生学会从生活经验中提出简单

的科学问题。”这就要求科学课堂为学生呈现的科学现象是学生实际生活

中所常见的现象，让学生能够从常见的现象中提出简单的科学问题。例

如，同样在《认识水》这一课的导入时，我们便可通过一个魔术：将滤

纸一半没入红色水中，下面一半的滤纸由白色变成了红色，更神奇的现

象是红色在一步步努力地往上爬，没有浸入水中部分的纸在慢慢变红。

这其实是我们生活中 常见的现象，从这个常见的现象出发，引导学生

提出科学问题：为什么白色纸会变红呢？而紅色的水在顺着纸向上爬？

原因又是为什么？由此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让学生从观察的现象中质

疑，引发他们思考，通过“现象+问题”的方式，激发学生探究解决“为

什么”是我们科学教学的常用手段，从现象入手引导探究，是很好的解

决问题的方法。  
3 所需的实验材料贴近学生的生活  

《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指出：“探究活动的设计应当符合小学生的

心理特点，注意从学生身边熟悉的事物出发，联系生活实际，设计学生

喜爱的活动，提倡用自制教具和低成本材料进行探究活动。”在小学科学

教学中，我们要注重实验材料的选择，其是实验教学的一部分。上文提

到那一课的探究活动，其实验材料可以是水、餐巾纸、纱布条、直尺、

红墨水，这些实验材料都是学生身边熟悉的事物，学生容易准备。在探

究过程中，更能让学生感受到科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体会到科学

就在身边，就在举手之间，从而亲近科学。引导学生利用身边现有的器

材开展科学实验，是实施生活化教学的重要体现，是科学启蒙教育的

好落实方法。除了直接选用生活中的物体做实验材料外，我们还可以引

导学生利用身边的素材加工，使其成为实验器材。例如，在教学《观察

云》的时候，为了化解学生对晴天、多云、阴天云量的多少等抽象性知

识，我让学生自己动手制作实验器材---准备两个圆，一个不涂色，一个

涂上其他颜色，都剪出一条半径，互相重合，白色代表天空，其他颜色

代表云彩，这样就可形象地表示云量的多少， 后几朵云重叠在一起，

就把它们放在一起看，也可以看出它们的多少。  
4 拓展的例子贴近学生的生活  
教材所选择拓展的学习素材应尽量与学生的生活现实相联系，应有

利于加深学生对所要学习内容的科学理解。让他们在熟悉的生活情景中

感受科学的重要性，了解科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逐步学会分析和

解决与科学有关的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在《认识水》的那课教学中，

我们还可通过拓展生活中雨水将墙壁侵蚀，雨水慢慢往上蔓延等事例，

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水的毛细现象。通过拓展树叶上的露水滴而不落等

事例，让学生对水的表面张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让学生体会

到科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  
总之，科学来源于生活，生活中又充满着科学，科学课堂教学应注重

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选取生活中的教学内容，呈现生活中的科学现象，

选取贴近生活的材料，让科学走进生活，让学生走进生活，走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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