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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大单元教学中情境教学策略

马志儒
吴忠市利通区第十五小学Ǔ宁夏Ǔ吴忠Ǔ751100

摘Ȟ要：小学科学大单元教学强调整体性、主题性、探究性和综合性，旨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激发学习兴

趣、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情境教学策略在此教学中具有关键作用，包括创设问题情境、利用多

媒体增强直观性、结合生活实例、通过实验探究培养实践能力以及注重跨学科融合。这些策略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

心与求知欲，增强学习体验，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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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小学科学教育是学生科学素养培养的起始阶

段，大单元教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通过整体性

规划和设计，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知识的内在逻辑和

结构。情境教学策略在小学科学大单元教学中的应用，

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综合应用能力。本文将探讨科学核心素养与小学大单元

教学的紧密结合，以及实施情境教学策略的具体措施。

1��小学科学大单元教学的特点与意义

1.1  小学科学大单元教学的特点
（1）整体性：大单元教学以学段、学期或单元内容

为单位，对教学内容进行整体规划和设计。这种教学方

式打破了传统教学中知识点零散、缺乏联系的弊端，使

得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知识的内在逻辑和结构，形成完

整的知识体系。（2）主题性：大单元教学通常围绕一个
明确的主题或任务展开，这使得学生能够更加清晰地了

解学习的目标和方向。在科学教学中，主题的选择往往

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这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与实际

生活相联系，增强学习的实用性和趣味性。（3）探究
性：大单元教学鼓励学生通过探究、实验等方式来主动

获取知识，培养他们的科学探究能力和创新精神。在科

学教学中，这种探究性学习尤为重要，它能够帮助学生

更好地理解科学原理，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

1.2  小学科学大单元教学的意义
（1）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大单元教学通过整体

性、主题性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形成完整的科学知

识体系，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探究性的学习方式能够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他们的科学探究精神

和创新能力。（2）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单元教学通
常选择与学生生活紧密相关的主题，这使得学生能够更

加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来。通过探究、实验等活动，学

生能够亲身体验科学的魅力，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和热情。（3）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大单元教学鼓
励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等方式来获取知识，这

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在科

学学习中，这种能力尤为重要，它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

应对复杂的科学问题，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4）为学
生的后续学习奠定基础：小学科学教育是学生科学素养

培养的起始阶段，大单元教学通过整体性、综合性的教

学方式，为学生的后续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这种教

学方式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科学知识，还能够培养他们

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研究能力，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提供有

力的支持。

2��科学核心素养与小学大单元教学的紧密结合

2.1  科学思维的培养
科学思维是科学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

学生在面对科学问题时，能够运用逻辑思维、批判性思

维和创新思维进行分析和解决。在小学科学大单元教学

中，通过情境教学策略，教师可以创设具体、生动的情

境，引导学生主动探究科学规律、验证科学假设、解决

科学问题，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以“生物与

环境”这一大单元为例，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校园内的生

态环境资源，创设一个与学生生活紧密相关的情境。比

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观察校园内的花坛、草坪、树木

等生态环境，引导学生探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

观察过程中，教师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如“为什么这

片草坪上的草长得特别茂盛？”“为什么这棵树上的叶

子颜色比其他树要深？”等，鼓励学生运用逻辑思维进

行分析，提出自己的假设，并通过实验或观察来验证这

些假设。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生

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还能在探究过程中培养逻辑思维

和批判性思维。他们学会了如何提出问题、如何设计实

验来验证假设、如何分析数据并得出结论。这种基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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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探究式学习，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为

日后的科学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教师还

可以通过组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活动，让学生在互

动中交流思想、分享观点、相互质疑，从而进一步培养

他们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

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

待问题，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2  科学探究能力的提升
科学探究能力是科学核心素养的核心要素，它要求

学生具备提出问题、做出假设、设计实验、收集数据、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等能力。在小学科学大单元教学

中，通过情境教学策略，教师可以创设实验情境，让学

生在实践中提升科学探究能力。以“力与运动”这一大

单元为例，教师可以设计一系列实验活动，让学生在动

手操作中感受力的作用和运动的规律。比如，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探究小车在不同力作用下的运动情况，通过改

变推力的大小和方向，观察小车的运动速度和方向的变

化。教师还可以让学生测量物体的质量和重力，通过比

较不同物体的质量和重力，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

些实验活动中，学生需要亲自动手操作、观察实验现

象、记录实验数据、分析实验结果。这样的过程不仅能

够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力与运动的关系，还能够提

升他们的科学探究能力。学生在实验中学会了如何设计

实验方案、如何收集和处理数据、如何分析实验结果并

得出结论。这些能力对于他们日后的科学学习和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此外，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实

验，让他们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

提升他们的科学探究能力。通过自主设计实验，学生能

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科学原理，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

2.3  科学态度的形成
科学态度要求学生在面对科学问题时能够尊重事

实、勇于探究、敢于质疑、乐于合作。在小学科学大单

元教学中，通过情境教学策略，教师可以创设具体、生

动的情境，引导学生在探究科学规律、验证科学假设的

过程中形成科学态度。以“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这一大

单元为例，教师可以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创设情境，如全

球变暖、能源危机等，引导学生探究能源的开发利用与

环境保护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等知识。在这样

的情境中，学生不仅能够了解到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相

关知识，还能够通过讨论和合作来培养尊重事实、勇于

探究、敢于质疑、乐于合作等科学态度。教师还可以组

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或角色扮演等活动，让他们在互动

中交流思想、分享观点、相互质疑、共同解决问题。在

这样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学会尊重他人的观点，勇于表

达自己的想法，敢于质疑和挑战权威，乐于与他人合

作。这些品质对于他们日后的科学学习和研究以及社会

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

参与科学实践活动，如科学考察、科学调查等，让他们

在实践中体验科学研究的乐趣和挑战，从而更加深入地

理解科学的价值和意义。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学生能够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

性，形成积极的科学态度和价值观。

3��实施情境教学策略的具体措施

3.1  明确素养目标，科学整合教学内容
在实施情境教学策略之前，教师首要的任务是对小

学科学课程标准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解，明确每个大单

元的素养目标。这些目标不仅涵盖了科学知识的学习，

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科学探究能力、科学思维方法以及科

学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素养目标的明确为教师整合和

重组教材内容提供了方向。在整合教学内容时，教师应

注重知识的内在逻辑性和联系性，确保学生能够形成完

整、系统的知识体系。教师还需关注学生的认知特点和

学习需求，将复杂的知识进行适度的分解和细化，使之

更加符合学生的学习节奏和接受能力。例如，在教授

“生物与环境”这一单元时，教师可以将生态系统、生

物适应环境、环境保护等知识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

一个以生态环境为主题的教学单元，让学生在情境中逐

步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

3.2  设计挑战性与综合性并存的大任务
基于大单元的教学框架，教师应设计出一个或几个

具有挑战性、综合性的大任务。这些任务应涵盖单元中

的所有关键知识点，并要求学生运用多种技能和策略来

完成。设计大任务时，教师需注重任务的趣味性和实用

性，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以“宇宙”这一

单元为例，教师可以设计一个名为“探索太阳系”的大

任务。学生需要分组进行，通过查阅资料、进行实验探

究、制作模型等方式，全面了解太阳系的组成、行星的

特点以及宇宙中的其他天体。这样的任务不仅能够帮助

学生掌握相关知识，还能培养他们的科学探究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3.3  创造真实或模拟的情境，增强学习体验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完成任务，教师应为他们创造一

个真实或模拟的情境。这个情境应与任务紧密相关，能

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在创造情境时，教师可以利

用多媒体、实物、模型等多种教学手段，以直观、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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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呈现科学知识。例如，在教授“植物生长”这一

单元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校园或植物园进行实地考

察。在考察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植物的生长

环境、生长过程以及植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样的实

地考察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植物生长的知识，

还能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和探究精神。此外，教师还可

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造模拟情境。虚拟现实技术能够为

学生提供一种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使他们在虚拟环境中

进行科学探究[2]。例如，在学习地球科学时，教师可以利

用虚拟现实技术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地震、火山爆发

等自然现象，从而增强他们的学习体验和记忆效果。

3.4  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激发学习潜能
在实施情境教学策略的过程中，教师应充分注重学

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只有让他们

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才能够真正地理解和掌握

科学知识。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通过探究、合作等方

式来完成任务，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例如，在

进行实验探究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分组进行实验设计、

数据收集和结果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相互协

作、共同解决问题，从而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创

新精神。教师还应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让

他们在课堂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潜力。通过这样的

教学方式，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科学知识，同时也

能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和综合能力。

3.5  实施多元化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实施情境教学策略时，教师应采用多元化的评价

方式，全面关注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多元化评价不仅关

注学生的考试成绩，还重视他们的学习态度、合作精

神、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多元化评价可以包括课堂

表现评价、作业评价、实验评价、项目评价等多个方

面。在课堂表现评价中，教师可以观察学生的参与程

度、思考深度、表达能力等方面；在作业评价中，教师

可以关注学生的作业完成质量、创新思维等方面；在实

验评价中，教师可以评价学生的实验设计、数据收集和

分析能力等方面；在项目评价中，教师可以关注学生的

团队协作、项目成果等方面。教师还应注重评价的及时

性和有效性[3]。及时给予学生反馈和指导，帮助他们发现

自己的不足和进步之处，从而调整学习策略和方法。通

过定期的评价和反馈，教师可以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

况和发展需求，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此

外，教师还可以采用同伴评价、自我评价等多元评价方

式，让学生参与到评价过程中来，培养他们的自我评价

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同伴评价可以让学生相互学习、相

互借鉴，发现彼此的优点和不足；自我评价则可以让学

生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培养他们的自我认

知和自我管理能力。

结语

通过实施情境教学策略，小学科学大单元教学能够

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综合能力。教师需要明确

素养目标，科学整合教学内容，设计挑战性与综合性

并存的大任务，并创造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以增强学习体

验。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实施多元化评价，并

持续进行专业发展，以提升情境教学能力。这将为学生

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并推动小学科学教育的不

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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