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0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705-1196（P）/2705-120X（O） 

68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智慧施教，提升小学科学教学效率 

——以“我们知道的植物”为例 
徐雪 
苏州工业园区青剑湖学校 
DOI:10.12238/jief.v2i12.3092 
 

[摘  要] 需要自己的不断的课堂实践中学习和总结，积极的进行课堂实践研究，并通过对学情的充分分析来制定出适合当下学生的学习方案，

通过丰富的教学手段和教学策略来提升小学科学教学的课堂效率。本文以“我们知道的植物”为例，通过具体的课堂实录来体现，具有启发

和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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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课堂改革的不断深入，义务教育阶段对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和

提升放在了更为重要的地位。也使小学科学学科在学生成长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作为小学科学教师我们肩负着神圣而重要的使命，需要自己的

不断的课堂实践中学习和总结，积极的进行课堂实践研究，并通过对学

情的充分分析来制定出适合当下学生的学习方案，通过丰富的教学手段

和教学策略来提升小学科学教学的课堂效率。 

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力，培养学生学以

致用的研究态度，都会对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下

面以《我们知道的植物》为例来看小学科学课教师如何智慧施教促进学

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1 环环相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堂是师生幸福相遇的场所，对于科学课而言，教师要跳出“我教

你听，我讲你做”的传统模式，教师要仅仅抓住学生的兴趣点来引入教

学。 

在《我们知道的植物》这一课，如果教师平铺直叙的进入，只能让

学生觉得平淡无趣，教师可以采取这样的情境将学生带入课堂。 

1.1 借助动画片，感受情境 

师：（播放动画视频）谁能告诉老师，刚才动物王国发生了什么事？

生：动物森林着火了，小动物们种的植物都被烧完了。师：那小朋友们

有没有喜欢的植物可以推荐给小动物们，让他们重新拥有美丽的森林

呢？一个人说一种植物，并且告诉老师你喜欢的这个植物长什么样子

呀？ 

对于一年级学生，对动画故事兴趣高，会对动物拟人化。以动画的

方式直接引起学生对课堂的兴趣，进而投入到对本课内容的思考中。带

着故事进入到课堂中使学生热情高涨，课堂氛围十分活跃。引导学生回

答植物的共同特征，使学生感受到本课的主要教学内容。 

1.2 真实交流，进入情境： 

当孩子们已经跃跃欲试的想要表达自己的喜欢的植物时，教师借此

契机，让孩子自由发挥。生：我喜欢仙人掌，绿绿的，长在沙漠里。师：

那仙人掌有叶子吗？生：（摇头）没有师：真的没有吗？其实仙人掌上面

尖尖的刺就是它的叶子。大自然实在是太神奇了。师：那仙人掌会开花

吗？生：（摇头）师：其实它会。（翻出准备好的仙人掌花图片）师：仙

人掌生活需要阳光和水分吗？生：要。师：虽然仙人掌可以生活在沙漠

里，需要的水分比较少，但是一年不浇水，它肯定活不了。师：刚才同

学说仙人掌长在沙漠里，也是就是长在了土里。师；刚才这同学跟我们

分享了他喜欢的植物，美丽的花。 

1.3 借助特长，想象意境 

通过上面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学生对仙人掌有了一定的认识，接

下来教师继续激发，推进学生的思考。师：除了美丽的花，还有小朋友

知道哪些是植物吗？生：苹果树！师：对，太棒了！那苹果树有有叶子

吗？生：有！师：苹果树会开花结果吗？生：有！师：苹果树生长需要

阳光水分吗？生：会！师：它长在哪里？生：土里。师：原来树也是植

物。讲到这里，教师可以给学生施展“绘画的舞台”，让同学们根据自己

的生活经验和自己的感知画出苹果树，并配上丰满的果子。这样的一个

小情节学生是喜欢的，雀跃的，他们在头脑中去构思，在画笔上去描绘，

既实现了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科学课堂产生的浓厚的喜爱，一举多

得。 

1.4 引导思考，解决困惑 

本节课的学习预设中，教师要能够提前预设到学生学习的困惑和学

习的障碍，对学生有困惑的植物，教师要引导学生的思考，来助其解决

困惑。 

师：花、树是植物，还有什么是植物吗？生：小草。师：那老师问

你，草有叶子吗？生：（摇头）师：没有吗？小草的长长的、绿色的东西

就是小草的叶子啦。师：小草生长需要阳光和水分吗？生：需要。师：

小草长在哪里呀？生：土里。师：我发现大家喜欢的植物都是长在土里

的，哪个聪明的小脑袋知道不是长在土里的植物呢？生：荷花师：（大拇

指）荷花是长在哪里的呀？生：水里。师：荷花有叶子吗？生：有。师：

是什么？生：荷叶。师：荷花生长需要阳光和水分吗？生：要！师：那

荷花会结果吗？生：不会。（同学反对：会结果）师：意见出现分歧了，

说荷花会结果的同学举手。（大半学生举手）师：你说荷花会结果，那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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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果实是什么呢？生：莲子！师：（大拇指）这个同学知识面太广了，

平时喜欢看书吗？生：我喜欢看科学类的书。师：对，因为这位小朋友

看的书多，所以他懂得的知识就多。我们小朋友平时一定要多读书，书

读得多才能变聪明。 

2 深度探究，引导学生的思维走向深处 

以《生活中的植物》为例，教师引导学生得出植物的共同特征后，

引导学生如何判断一个事物是不是植物。教师主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蝴蝶

和塑料花不是植物，使学生学会用证据支持自己的看法。在判断塑料花

时，塑料花有花叶，引起经验冲突，学生利用已有经验和新经验解决冲

突，进一步加深对植物的理解，感受植物是有生命的。 

可以从一下几方面进行设计： 

2.1 经验唤醒 

师：播放花朵图片（向日葵、牵牛花、菊花）师：同学们认识这三

种植物吗？生:认识，向日葵、喇叭花、菊花。师：那你们观察观察，你

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共同特别吗？注意是共同的特点，而不是某个

植物所特有的。生：他们都开花师：还有吗？生：他们都有叶子？师：

（找出叶子）除了都有叶子，还有呢？他们都长在哪里呢？生：都长在土

里。师：那如果一年不给他们浇水晒太阳可以吗？所以他们还有一个共

同特点是什么?生：他们都需要水和阳光。师：对啦，他们生长都需要水

和阳光。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植物有哪些特点呢？都有叶子，大多数长

在土里，部分长在水里，可以开花，可以结果，生长需要水分和阳光。 

2.2 引发冲突 

师：看来同学们都已经知道了植物应该具备的特点了，那请同学们

找一找这幅图片中的植物。生：树、紫色的花、红色的花、草......师：

这边左下角圈起来的是什么呀？（教师实现准备好图）是植物吗？生：

他是蝴蝶，不是植物。因为蝴蝶会飞，植物不会飞。师：对的，我们之

前说植物大多数是长在土里的，但是蝴蝶就不用种在土里。生：因为蝴

蝶是黑色的，但是植物不是黑色的。师：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够充分，我

见过黑色的花呀。谁有比较充分的证据呢？只有植物有，动物没有的。

生：植物都有叶子，动物就没有。师：还有什么理由吗？生：植物生长

需要阳光和水分，但是蝴蝶不需要。师：蝴蝶的生长也需要阳光和水分，

但是不像植物那样需要那么多。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总结过了植物的共同

特点，比如说植物都有叶子，会开花，长在土里，生长需要阳光和水分。

那老师再出一道题考验你们一下。你们说蝴蝶没有叶子，没有花朵，所

以不是植物，那老师这边有多塑料花，他有叶子，也有花，那它是不是

植物呢？（教师出示实现准备好的塑料花） 

2.3 统一约定 

生：塑料花不是植物，因为植物是活的，塑料花不是活的。师：原

来植物是有生命的，但是塑料花没有生命。还有什么证据吗？生：植物

需要长在土里，但是这个塑料花是放在这个蓝色的东西里。师：对啦，

这个塑料花不用种在泥土里，种在玩具泥里永远不会凋谢。生：植物需

要浇水晒太阳，但是塑料花不用。师：我们把塑料花放在小黑屋里，也

不给他浇水，一年之后拿出来还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知道了，塑料花虽

然有花有叶子，但是他不会生长，永远不会凋零。 

3 拓展与练习，让学生在生活中感受科学 

学生在整个过程中是主动动手、动脑、亲自实践，知识内化形成，

而非被动接受，其科学思维、能力将得到较好地培养。同时，结合课堂

教学而向生活拓展，引导学生展开实践，这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也大

有裨益。 

以《我们知道的植物》为例，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有两个：第一识别

植物,能简单描述植物的特征；第二，意识到植物具有生命体的特征,产

生认识植物的浓厚兴趣。为了让学生对认识植物的兴趣不止步于课堂，

我设置了让学生自己来水培大蒜的课下作业。 

师：为了让同学们进一步感受植物的生长与凋零，我们回去做一个

小实验：种植一颗大蒜。拿出一个水杯或者是碗，在里面装上水，放入

一颗大蒜，每天观察他的变化，并且记录下来。师：一周后，我们观察

一下我们种的大蒜长成什么样子，并且在活动手册上用画的方式记录下

来。 

一周后同学们带了自己的“成果”，因为有了亲身的经历，自己的感

触也更深，达到了预定的教育目标，还让孩子们有着浓浓的幸福感。 

当学生通过自己种植植物将能更深切感受到生命的成长和死亡。通

过每周观察、记录，学生将更了解植物的结构和生命历程。学生将更主

动保护植物，保护生命，保护环境。 

通过如上的设计，使同学们对植物植物对人类的作用认识更深刻，

知道植物可以美化环境,能给我们带来美的感受。同时也培养了孩子们的

爱心和观察力，在于水培打算基础的过程中，孩子们对生命的爱也表现

的淋漓尽致。 

在新课改下，提高小学科学课堂效率，对于我国的义务教育而言，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小学科学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要不断改建

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模式，智慧施教，提高我国小学科学教学课堂效率，

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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