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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程改革条件下，小学科学课程在教材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模式等方面面临着改革，只为了更好的发挥出小学科学课程的教

学价值，培养小学生的科学素养。近年来，中国在科研方面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大，教育行业加大了对小学科学课程改革的力度，让教材内容

更符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教材中增加了许多实际生活案例，有助于小学生形成探索、思考、钻研等科学习惯，显著提高学生的思维品

质。本文将简要分析当前小学科学教学方法选取的现状，并提出如何择优选择小学科学教学方法，提高小学科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关键词] 小学科学课程；新课程改革；教学方法；思维品质；科学习惯；学习态度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在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科研产品被广泛的运用在人们的日

常生产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光伏发电设备，它不仅可以有效

缓解国家电能紧张问题，还可以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电能的消耗量。

总之，科研技术已经在各领域中实践并取得不错的成效，教育部门成员

需要深刻意识到科学素养的重要性，借助新课程改革的机会对小学科学

教学方法进行革新。新型教学方法不仅要降低小学科学知识的理解难度，

而且还需要有效拓展相关科学知识，满足新时代小学生的学习需求，务

必要充分发挥出小学科学多元化教学方法的价值，提高小学科学课程课

堂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1 小学科学教学方法选取的实践现状 

1.1 教学方法比较匮乏 

将教育部要求和新课程改革要求进行有机整合可知：教育行业需要

高度重视每一学科在教育教学中的价值，需要利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提

高小学科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趣味性，提高小学生的学习效果，有利

于培养小学的科学素养。当前，大多数地区小学校园的任课教师在日常

教学过程中仍然使用“填鸭式”教学方法，这样方式不仅不利于培养小

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实操能力，还会打消小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课堂教学

效果和活动开展效果均不是特别理想。教师必须要顺应教育行业的发展

趋势，不断学习和应用多元化教学方法，彻底消除传统教学理念和教学

方法对教学质量的影响，让学生逐渐认可新型的教学方法，提高小学生

学习科学课程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思维意识。 

1.2 实际运用多元化教学方法比较少 

情境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分层教学法、小组合作学习法、角色扮

演法等均是新型的教学方法，这些教学方法不仅可以满足小学生个性化、

全面化发展的需求，还可以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提高学生在课堂学

习和实践中的专注力、记忆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现阶段，个别小学学校的科学课程任课教师比较喜欢沿用传

统的教学方法，不愿意尝试和实践新型的、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墨守成

规、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根本无法培养小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更不能

给小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 慎重择选小学科学教学方法的策略 

2.1 革新教学理念，提高任课教师的创新意识 

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扮演引导者角色，而不是指挥者的

角色。教师需要仔细研读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对任职教师的一系列要求，

确定小学科学课程的 终目标是要培养小学生的科学素养，明确教师在

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地位。小学科学教师想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就必须

要选择优良的、适宜的教学方法。教育部门需要对不同省市的小学科学

任课教师进修继续教育培训，必须要更新教学理念、学习新型的教学方

法、实践新型教学方法的成效，任职教师必须要充分理解和掌握多元化

教学方法的运用策略，充分发挥出择选教学方法的价值，显著提高小学

科学课堂教学质量。 

2.2 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培养小学生的合作意识 

在小学科学中选择良好教学方法的基础是：教师必须要理解班级内

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学需求、学生的实际需求，还需要根据每

课时的教学内容确定 适宜的教学方法，有针对性、目的性的设计教学

文案，必须要保证班级内全部学生均可以参与到课堂教学中，鼓励学生

尝试不同种学习方法，可以将所学习的知识灵活运用在日常生活中。例

如：在《声音是通过什么传播的》课时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小组合作

学习法，利用课堂实践加深学生的科学知识的理解，显著提高学生的动

手操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小学生的合作意识。教师需要按照

学生的动手实操能力、学习能力的层次将全班学生分成 6 个学习小组，

给每一组学生准备纸杯、水瓶、密封袋、沙子、水源等材料，教师引导

学生进行沙子、水、空气传播声音的实验，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在三个

密封袋中分别水、沙子、空气，隔着密封袋仔细听铅笔敲击钢化水杯的

声音，学生需要认真记录实验中得出的结论。 

3 结束语 

总之，小学阶段的学生在天性的驱使下比较喜欢问为什么？有着强

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们都是天生的科学家。当小学科学课程改革之

后，要求在小学科学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思考能力，

教师想要顺利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科学核心能力和素养，就必须要

慎重选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方法运用在课堂教学的实效性，让小学生

在“做中学”，降低学生对科学知识的理解难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质量，推动小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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