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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科学实验中的深度教学设计的意义

在开展小学科学实验教学阶段，进行深度教学设计具有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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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小学教育工作中，科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通过这一学科教学可以让学生通过实验去进行客观世界探索，让学生体

会到客观世界的物理规律，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而为了进一步提升小学科学教学效果，则要对科学实验进行细致的设

计规划，从而确保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的有序进行，有效增强实验教学过程的趣味性，让学生在实验探索中形成对科学

知识的深刻认识和理解，达到提升小学科学实验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效果。因此，论文围绕《感官总动员》这一课教学

提出了小学科学实验中开展深度教学的设计与实施对策，用以助力提高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水平，切实培养小学生的科

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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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cience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primary education. Through teaching this subject, students can 

explore the objective world through experiments, experience the physical laws of the objective world, 

and cultivate scientific thinking.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mary school science 

teaching, detailed design and planning of scientific experiments are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orderly 

conduct of primary school science experiment teaching,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fun of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process, and enable students to form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rough experimental exploration, achieving the effect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primary school science experiment teaching. Therefore, the paper proposes a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for conducting in-depth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science experiments around the teaching 

of the lesson "Total Sensory Mobilization", in order to help improve the level of primary school science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effectively cultivat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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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的意义和影响，通过深度教学设计可以打破传统小学科学实

验教学中单纯注重知识传授的弊端，而是有效将学生的科学素养

培育放在首要位置，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育，提升学生的科学

前言

深度教学是由郭元祥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概念，其在研究中指出超越表层的符号教学，由符号教学走向逻辑教学和意义教学的统一被

称为深度教学，可以有效帮助学生建立起正确的学习观念，克服表面学习、表层学习和表演学习的局限性，让学生形成对知识的深刻认

识和理解 [1]。在开展小学科学实验教学阶段，开展深度教学设计是一项重要的教学任务，可以让学生通过自身的感官和实验器材在特定

的条件之下进行亲手操作，尽管使学生通过操作去获取科学知识，提升科学探究能力，并且有效培养学生的探究热情以及兴趣，达到提

升科学实验教学水平以及质量的效果 [2]。因此，认为以《感官总动员》为例深层次探索和研究小学科学实验中深度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从而助力提升小学科学实验的教学效果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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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能力，进而达到提升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水平以及质量的效

果 [3][4]。在深度教学实验设计下，教师能够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引

领，让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科学现象的探究，更加深入地理

解科学原理，并且让学生在动手操作当中逐步形成良好的观察能

力、思考能力、实验探究能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并且激发学生

学习和探究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浓厚兴趣，让学生在持续不断的探

索研究当中形成更加科学的思维方式、缜密的科学态度，达到强

化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水平以及质量的效果，高质量完成小学科学

实验教学任务。

二、当前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痛点分析

（一）实验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脱节

在当前小学科学实验教学中，教学的内容往往与现实生活之

间相互脱节是一大教学痛点，因此也影响到了小学科学实验的教

学质量以及效果，难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降低了教学的效果

以及质量 [5]。在实际中，教师往往将教学的侧重点放在理论知识

的传授方面，并没有注重联系生活区推进实验教学，所以也导致

教学的效果不佳，难以有效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6]。如教师在进

行实验教学阶段往往更加注重对于实验的过程进行演示，并且要

求学生在演示实验当中进行细致观察、做好数据记录，而对于学

生的思维引导则相对薄弱，同时也并没有联系生活当中的实际现

象带领学生进行实验分析，而这虽然能够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科学

知识内容，但是却无法激发学生探索科学实验的兴趣，更难以促

进学生形成良好的实际应用能力，因此也降低了小学科学实验教

学的质量和成效，无法强化小学生科学思维能力。

（二）实验教学方法单一，缺乏互动性

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教学缺乏互动性是当前小学科学实验教

学中的痛点，如何打破这一痛点也决定了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的质

量和成效，与学科教学水平之间产生极为密切的联系 [7]。在实际

中，教师开展小学科学实验教学往往是以教师为主，课堂教学上

往往由教师进行讲解演示，学生则是被动的接受知识，因此这一

过程也缺乏学生主动探索和分析的过程，所以也难以激发学生学

习的主观能动性，对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培育无法起到促进作

用。如教师往往单纯的按照教材内容进行实验的讲解以及实验原

理的分析，学生则是按照固定的思路进行探索，尽管这种方法可

以让学生对于实验操作的步骤拥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单纯的讲解

也无法激发学生的探索欲和创新思维，也会导致课堂实验探究的

过程缺乏互动性，难以提高小学科学实验教学质量。

（三）实验评价体系不完善，忽视过程评价

在小学科学实验教学中，实验评价体系不完善、忽略学生实

验过程的评价是一项重要问题，也影响到了实验教学的质量以及

成效，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8]。在实际中，教师带领

学生进行实验探究往往只是单纯的结合学生实验探索的过程对学

生学习进行评价，如只是关注学生实验是否取得成功来评价学生

的实验成绩，这一评价方式忽略了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所付出的努

力以及学生实验中的具体表现，并没有关注到学生在实验中的观

察能力、问题思考能力、解决问题的尝试能力等多个维度，所以

也导致评价的效果不佳，难以综合性反映出学生的科学素养，也

无法有效激发学生探究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创新思维能力，因此也

削弱了小学科学实验教学质量和效果。

（四）实验教学缺乏拓展延伸环节

在小学科学实验教学中，延伸拓展环节相对缺乏是其中的重

要问题类型，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也降低了小学科学实验教学质

量，难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9]。在实际中，教师只是单纯的按

照教材进行科学实验教学，而并没有进行教材知识的延伸和拓

展，同时并未充分联系实际生活而进行知识的延伸与丰富，因此

也导致学生难以有效将所学习的科学知识联系到实际生活中，学

生难以根据自身所学习的科学知识去解释生活中的客观科学现

象，这显然导致学生的延伸拓展能力不强，无法用所学习的科学

知识去探索和解决实际的问题，因此也降低了小学科学实验教学

效果，难以提高小学科学教学的水平和成效。

三、以《感官总动员》一课为例小学科学实验中的深

度教学设计实施对策

（一）整合生活资源，设计贴近实际的实验内容

在小学科学实验教学中，开展《感官总动员》一课教学需要

教师设计结合实际生活的实验教学内容，将使学生能够在更加熟

悉的情境中进行科学知识探索。因此要求教师整合生活资源，通

过生活资源的整合去促进《感官总动员》一课实验教学的有序进

行，切实带领学生进行深度学习 [10]。例如：教师在设计视觉实

验教学阶段，可以考虑对于生活当中的各种类型物品进行综合利

用，如学生的书本、文具、教室中的窗户等，这些都属于生活中

的物品，并且可以被运用在视觉实验教学设计中。同时，在校园

中也蕴含丰富的视觉实验素材，如校园中的花草树木、校园中的

建筑物、校园中的运动器材等，通过对这些生活中常见事物的综

合运用技能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也有助于促进学生的空间影响

力提升，从而有效锻炼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并且让学生加深科

学探究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达到提升小学科学实验教学质量

和水平的效果。

（二）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增强实验互动性

在开展《感官总动员》一课教学阶段，教师要注重运用多元

化教学方法，从而助力增强科学实验教学过程的互动性，使学生

在师生之间的互动当中进行深度学习，以此来提升课堂教学的质

量和效果，培养学生实验探究能力。例如：《感官总动员》一课

的课堂导入环节中，教师可以运用游戏化教学的方式去进行新课

导入，以此来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11]。如在导入环节设置“神

秘箱”之后在其中放入不同质地的物品，之后要求学生闭上眼

睛，通过触觉、嗅觉等去进行物品名称的猜测，而这样的游戏方

式既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又能够让学生在参与互动游戏中形成更

加浓郁的课堂氛围，锻炼学生的触觉感官和嗅觉感官，并且也激

发了学生参与课堂的兴趣，有助于提升小学科学实验课堂教学的

互动性、强化课堂教学质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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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实验表现

小学科学实验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关注过程性评价，从而通

过过程性评价去反映出学生在实验中的表现情况，以此来创新课

堂评价形式 [13]。在《感官总动员》一课教学中，教师可以考虑设

计详细的学生实验观察记录表，之后在学生进行实验操作中就是

结合观察记录表进行细致的观察和记录，从而通过观察记录表反

映出每个学生在实验操作中的具体情况，反映学生在操作中遇到

的问题和不足，记录学生突破问题时的思维能力情况、动手操作

能力情况、创新思维情况等 [14]。在学生完成实验之后，教师也要

组织学生分小组进行实验汇报，通过实验汇报的环节去反映出学

生的实验成果以及探索的发现，而通过对于这些过程进行评价既

能突出评价的多维性，同时也关注了过程性评价，有助于突出评

价结果的全面性和客观性，进而促进《感官总动员》一课教学评

价结果的更加完善，提升《感官总动员》教学质量和成效。

（四）拓展实验应用，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在开展《感官总动员》一课教学中，教师要致力于拓展使用

应用、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中心开展教育创新，进而保障教

育教学的有序进行 [15]。例如：教师可以引领学生对于自身所学习

的科学实验知识进行综合利用，并且将所学习的知识融入到日常

实际生活中，如要求学生设计一份“感官探险体验计划”，之后

让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去进行本堂课知识的实践，如利用感官

去感受不同季节、体会不同天气，或者是品尝不同的食物、体验

不同材质的物品等，这样既能够让学生将所学习的感官科学知识

融入到实际生活中，也让学生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有助于

实现科学实验的拓展，进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强化小学科学

实验教学质量和效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开展小学科学实验教学阶段，需要教师积极开

展深度教学设计，进而通过深度教学设计引领学生进行更加深层

次的学习和探索，以此来提高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的质量和成效，

培养学生的学科综合能力。所以论文以《感官总动员》一个为

例，提出了小学科学实验中进行深度教学设计和实施的对策，

用以助力提高小学科学实验教学质量和效果、培养学生的科学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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