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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科学课程标准》要求教师要合理利用和开发能促进小学生科学学习的网络资源，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教学服务，优化教学过

程，提高课堂效率，促进学生知识与能力的全面发展。将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课堂教学深度融合，设计精彩的课堂导入环节，可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动机，让学生兴趣盎然、专心致志地投入新课的学习，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不断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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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导入是课堂教学的首要环节，是指在授课前运用各种手段顺理

成章地引出新课。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因此在讲授新课之前，

设置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课堂导入，对创设良好的教学氛围，激发学

生的探究兴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形成了种

类丰富、内容生动形象的网络资源，如果教师能巧妙利用信息技术开发

课程资源，就能很好地弥补现实教学的一些不足。如借助信息技术设计

的精彩的课堂导入方式，学生更为喜闻乐见，也让科学课堂充满生机和

活力。 

1 利用信息技术回顾热点新闻，实现课堂导入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对全球人民的生活、工作、学习

产生深刻的影响，是所有人关注的热门话题，同学们不能来到熟悉的校

园，不能在老师的关心、帮助下学习，深有感触。因此，同学们都迫切

想了解病毒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危害这么大。利用学生关注“病毒”的

心理，也就是利用学生好奇心强的特点，我在教学《微生物的危害》一

课时，巧妙地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选取了疫情的相关新闻，并给同学们

展示了新型冠状病毒期间学生居家上网课、医护人员奋战在疫情一线的

照片。接着又用多媒体播放了科学家分离出的病毒株图片、感染症状和

预防方法的视频。利用新闻导入新课，以新闻的轰动效应来渲染课堂教

学气氛，既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力，又激起了同学们探究了解“病毒”

的欲望，学生就能积极主动地学习，从新冠病毒这个点出发，由点及面，

了解更多的致病微生物。 

2 利用信息技术复习旧知，实现课堂导入 

心理学家认为，学生学习的过程实际上是对新旧知识联系和同化的

过程，如果没有旧的知识做学习基础，那么新的知识点也不会被学生理

解和接受。因此，在导入新课时一边复习旧知识，一边将新知识有意识

地渗透到导入环节内容中，可以帮助学生做好学习新知识的准备，快速

进入到新课学习的状态中。大象版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主题是“植物

的一生”，前几课的教学内容分别是观察种子的结构、了解根和茎可以吸

收和传输营养、解剖一朵花并了解其各部分作用，以及种子的的形成和

传播。本单元 后一课是《植物种植展示会》，完成绿色开花植物的生长

历程和六大器官的知识点总结。在教材编排上，知识结构呈现循序渐进

的关系，非常适合借助信息技术复习旧知来导入新课。在之前的课程中，

为了让学生亲身体验植物的生长，我布置他们种下了一株植物，并用拍

照片或者录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发送给我，我将图片、视频汇总整理，

利用图片编辑工具和视频剪辑软件制作成了动画，作为《植物种植展示

会》一课的课堂导入。对于学生来说，这是真正的“植物种植展示会”，

因为视频里选用的就是他们亲手种下的植物，学生的学习激情一下子被

点燃了！我趁热打铁，接着播放了网络上一段关于植物生长的延时摄影

视频，短短几十秒，学生仿佛亲历了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然后茁壮成长，

后到开花、结出果实和种子的过程。利用信息技术制作视频，把植物

漫长的生长过程浓缩在很短的时间里，让学生直观感受到植物生长的全

过程。温故能知新，通过这样的导入，新课学习便易如反掌。 

3 利用信息技术还原生活情境，实现课堂导入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教学中只有创设学生感兴趣并能够激发学生求

知欲的教学情境，才能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借助信息技术

创设妙趣横生的情境，让学生在学习情境中思考、感悟，就能不着痕迹

地进入到新课的主题中来。小学生容易被动画、声音、形象的场面吸引，

我们可以利用信息技术音、形、画的优势，还原生活场景，学生已有的

生活经验被唤醒，学习兴趣也就浓厚了，课堂探究的参与度非常高。例

如我在教学《我能撬起地球》一课时，提前录制了一段视频：直接用手

搬一块大石头，搬不动，这时给他一根铁棍，很容易就能将石头搬开。

这个视频还原了生活中常见的情境，激发了学生对杠杆的好奇心，从而

积极投入到杠杆是否省力的探究活动中。生活中如果我们留心观察，还

有很多常见的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还原的情境，如无障碍卫生间里的斜面、

旗杆上的滑轮等，如果能用信息技术还原成视频、游戏等情境，都可以

引发学生对于省力的机械进行思考和探究。    

形式多样的信息技术对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能使学生尽快进入

科学课堂的探究学习中。如何将信息技术与课堂导入更有效地的整合，

让导入更加精彩、更加引人入胜，需要我们科学教师不断更新教学观念，

努力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水平，勇于创新，不断进步，利用信息技术手

段多角度、多方位地设计小学课堂教学导入，让学生愉快地、自主地、

积极地、高效地进行课堂学习，不断提高小学科学课堂的教学质量和效

率，促进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信息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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