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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学科是一门具有基础性、科学性、综合性的重要学科,作用不可小觑。目前,我国对科学学

科非常重视,该学科对于青少年科学知识的培养,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互联网

+”的发展给小学科学教学带来了新的活力,对小学科学教学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何把科

学知识从课本搬上网络,就成了每位老师需要思考并应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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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is an important discipline with fundamental,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role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At present, China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iscipline of 

science, which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ultivat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among young people and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plus" has brought new vitality to science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and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science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How to 

transfer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textbooks to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every teacher 

needs to think about and deal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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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义务教育阶段,通过具有科学性、基础性和综合性的课程,

使其具有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功能,是小学 设科学课程的

重要目的。网络的兴起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在悄无声

息地渗透到教育领域,对教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大环

境下,学校教育已经步入了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化时代。虽然小

学科学倾向于作为一种教育辅助,但是其重要性却不能被忽视。

其目的在于从小就对学生进行科学素质的培养,加强其探究与

创造的能力,为其今后的学业奠定良好的基础。文章从互联网+

视角出发,探讨了基于“互联网+”视角下的小学科学教学改革

对策,以期为广大教师提供借鉴。 

1 小学科学教学中利用互联网+的重要性及具体

原则 

1.1重要性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小学科学课程既要重视基本理论知识,

又要重视对学生独立思维、动手能力、探究精神的培养。在互

联网+技术的帮助下,小学科学课能够更好地适应学生的需要,

同时也能提升课堂表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了更多的教育

资源,尤其是在小学科学课堂上,能够对其进行科学、合理地利

用,既能充实课程内容,又能 阔学生的眼界,还能为学生们的

教学方式提供一些借鉴,从而提升他们的学业成绩。互联网+技

术的普及,对传统的教育方式进行了有效的革新,为 发适合学

生个性发展的多种学习方式提供了有利的手段。互联网+平台的

出现,不但弥补了以往传统教育的缺陷,也为实现“以教育为本”

的教学目的提供了新的契机。 

1.2具体应用原则 

第一,趣味性原则。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重要的动力就是想

要学习自己所喜欢的事物,并且愿意不断地去探究。尤其是小学

科学课,其具有探究性强的特性,很多学生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老师要运用科学的方式,让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有一个全面的

了解,从而使他们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得到发展,在互联

网+的背景下,教师要以学生的兴趣为中心,使学生能够更好地

运用接收到的信息,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促进他们的科学素养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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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学性原则。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综合性、系统化的

教学模式,既能丰富资源,又能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将教学资

源与技术相融合,既能有效补充基础教育的短板,又能大幅提升

小学科学的教学质量。但是,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中的不良信

息,所以要对互联网+资源进行合理的选择,并对其进行质量监

督。因为一些软件内置了插件,所以在课堂上经常会有一些不健

康的内容或广告,这些都会影响到教学的效果。为此,小学科学

课教师应通过多种形式的考核与评价来保证课堂教学的有效与

高质量[1]。 

2 小学科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过分看重考试分数 

在当今的小学科学课课堂上,很多小学科学教师都在不断

地强化重点内容,以记忆和习题的形式来获取高分,这就会造成

科学课程的初衷丧失,忽略了学生探究与态度的目的,让学生在

课堂学习中忽略了科学知识的生成过程。 

2.2科学仪器和教材不匹配 

现在,很多学校把重点放在了科学仪器的配置上,但由于对

小学科学课的重视程度不高,因此,相关仪器的配置较为随意,

导致与课本并不完全相符。而且,目前很多教材配套的实验仪器

半年一换,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投入,也浪费了大量的资源。科学

课的配套仪器通常是单一装置,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并且仅供示

范试验使用。 

2.3教师的科学引导不足 

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缺少科学地引导。因为有些科学试验存

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所以如果教师粗心大意,就有可能出现意

外。为此,很多教师仅是课堂中口头讲述相关实验,难以调动学

生听课热情,致使教学效率不高[2]。 

3 互联网+视角下小学科学的创新教学策略 

3.1利用互联网+,打破传统科学实验壁垒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小学科学实验教学还没有得到充分地落

实,这是因为其自身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很多学校认为小学科

学课程重要性较低,因此,为针对课程配套相关实验仪器,无法

为学生提供充足的科学实验条件。互联网+的出现,能够极大提

升小学科学教学的有效性。比如,利用互联网+,教师就能把实验

的全过程演示给学生,这样就不会受到现实环境的约束；另外,

透过资讯科技,教师能对经验的不同层面进行更完整地讲解,让

学生更好地了解。 

比如,在教学湘教版四年级科学上册“不翼而飞的水”一节

内容,教师在做“水分蒸发”的实验,就可以把实验和互联网+

联系起来,让学生通过在互联网+视域下迅速、精确地观测到水

的蒸发,了解“不翼而飞的水”一节内容,既节省了实验时间,

又保障了学生的安全。首先,用一段录像来探究一下“不翼而飞

的水”：测验时,教师不慎泼了一杯水,学生可以观察地上水的变

化,在此基础上,同学们探究 重要的一点：在各种情况下,观察

水的蒸发速率。实验要准备好湿布,温度计,洗涤槽,纱布,酒精

灯,石棉网等。在这个试验中,要求同学们将水分别装在两只玻

璃杯中,置于凉爽、明亮之处,并且为了保证测量的精确性,分别

对“光”进行了检验。在摆好水杯之后,教师要求同学们注意一

天中两个杯子里的水是如何变化的。同时,每个杯子里都应该有

一台照相机,用来记录杯子里的变化。一星期以后,教师在课堂

上给同学们看了一遍观测数据,却惊奇地看到在太阳底下的那

杯水留下的水量大大减少。为了更好地了解“蒸发”这个概念,

教师利用计算机及多媒体装置将先前所拍的图片合成,让同学

们能直观地观察到两杯水的蒸发及湿度的变化。通过科学实验,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识事物的性质、规律,加深认识,并把它

们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在互联网+环境下,通过互联网+等现代

科技手段,对实验进行优化,让学生感受到乐趣,加深对实验结

果的理解[3]。 

3.2利用微信,方便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沟通 

青少年是社会媒介的生力军,而现在的小学生,比起成年人,

他们对微信的迷恋程度已经超过了很多成年人。这样,教师就能

充分利用微信的普及性、易访问性、易用性等优势,在科学教育

中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使其在教学和学习中的主导地位得到

大化。在基础教育科普教材中,难免会出现以科学为基础的实

验,教师们可以利用一些基础的微信功能对其进行引导。比如,

可以在网上贴出某些班级互联网+课的资料,让同学们事先做好

准备。另外,如遇恶劣天气,亦可发出通告,让同学们了解有关科

学的趣味,增进对科学的了解。同时,科学教师也能在社会网上

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资讯,与大家一起分享科学的故事、流行的科

学知识、奇异的自然现象等等。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

自己所需要的知识,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把科学知识渗透到学生

的日常生活中去。另外,还可以利用微信进行个别的沟通。如有

不懂之处,教师可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给予详尽之解答。这样,

既能丰富教师与学生的交往方式,又能达到与学生个体需要相

匹配的教学效果。 

3.3打造多样化的科学教室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把科学经验、科学个性等方面的故

事导入到“互联网+”中。比如,在教室里向学生们讲述诺贝尔

奖的故事,说明他们是如何发明和试验炸药的。这不但能让学生

摆脱枯燥的科学学习,还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拓展他们对课本

知识的理解,能把学生引入到科学体验中去,所以,注重科学体

验,在科学经验的基础上,再一次投入到学习中,为将来参加科

学实验提供了强大的内部动力[4]。另外,还可以借助“互联网+”

的影像技术,为学生演示实验中常用的仪器,如试管,三脚架,酒

精灯等。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对这些科学仪器有一个准确的

了解,并且和课本一起,让学生对科学的体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从而构建出一个科学实验的思考模式,弥补课本理论中实验教

学的不足,将小学实验科学的教学流程以多种方式展现出来。 

3.4利用互联网+,制作微课 

在新一轮课改的推动下,更多的学校提倡让学生在实际工

作中获取所需的知识与技巧。利用多媒体技术,可以创造出一种

富有生气、富有感染力的课堂气氛,使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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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运用,把枯燥无味的黑板上的文字转化为形象生动、形

象。比如,湘教版四年级科学上册“声音是怎样传播的”,教师

借助多媒体,让学生探寻声音。首先,教师可以让学生精心聆听

自己的心跳,是否能够感受到心跳的声音,然后借助欧美提,将

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声音纳入其中,如,快板,河水,鸟叫等,学生

能聆听到美妙的声音,并对声音有了更深的了解。声音怎么制

造？探究声音是怎样形成的？通过多媒体教学,教师们可以制

作录像,并探讨声音在解决现实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如,播

放汽车号角,小提琴声,焊接声,以及噪音,让学生们能够分析出

人类社会中声音的优点和缺点。在科学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多

媒体给学生营造一个生动、有趣的学习情境,给他们以直观的感

受,把死板的黑板上的文字变成生动的图形。利用多媒体技术,

让学生对所学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既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又能使学生专心听讲,又能提高教学效果。 

为了避免让学生觉得枯燥,教师还可以制作微课,微课的内

容要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时间不宜过长。受传统教学法的影响,

大多数的科学课程都是以书本上的知识为基础,而对某些周期

现象的研究却很少。比如,在教学“不翼而飞的水”时,教师就

可以把生活中常见的一些蒸发问题编成微型课堂,使学生对蒸

发有个大概的认识。微课堂也包含了实验需要的装置、步骤等,

学生可以按微课中介绍的方式参与到实验中去,并对其进行观

察、记录, 终对水的蒸发全过程进行全面的记录。再如,在“声

音制作”课的起始阶段,教师就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五彩

缤纷的声音”如鸟鸣、流水声、鼓点等进行重现,然后再进行对

话。教师说：“生命中有许多事情是有声音的,我们总是能听到

各种声音。”那么,声音是怎样发出的呢？有没有人能猜到这声

音是如何发出的？学生回答：“敲门”,“按摩”,“拿仪器”,

“吹风”,“演奏乐器”等,之后,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来向学生

展示声音的形成过程。 

另外,因为小学生对自然现象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教师可以

把有关的录像资料拍下来,让学生直观地看到。教师要不断地对

传统教学方式进行探讨,转变教学方式,使学生有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透过网际网络,同学们可以方便地取得各类学习资料,成

为真正的自学能力。尤其是在基础课程中,利用多媒体教学,让

学生有机会去探究,去做实验,去思考,去发掘自己的潜能,进而

提升自己的学业水平。通过互联网+,教师们可以建立一个小型

的课堂,让学生们真正地自主学习。比如,在讲解湘教版小学科

学一年级下册“动物的特征”这一章节时,可以利用微型课程,

描写生物演化的历史与法则等,加深本单元的教学重点。同时,

教师也在网上搜集有关马匹演化的资料,把它们编成迷你模型。

上课时,教师会让同学们去看马的演化史,并做好笔记。在教师

的引导下,学生们会越来越主动,越来越乐于探究新的知识。教

师鼓励学生在学习新的内容时,认真研读教材内容,并对其中所

蕴含的重要观念进行批判思考[5]。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科学教学模式是当前教育发展的

潮流,同时也是培养学生科学核心素养的需要。在转变教学模式

的同时,也要重视“互联网+”的信息化建设,创造多种形式的微

型课程,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利用微信进行交互式沟通,把科学

知识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利用多媒体达到可视化的效果。在

“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小学科学课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把信息技术与基础教育有机地融合起来,为学生创造 好的学

习环境,实现对人才培养的全方位塑造,从而推动小学科学教育

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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