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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新的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小学科学的地位在学生的学习中变得愈发重要。小学科学教育

中蕴含着许多与其他学科相关的因素,对学生后续学习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都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由此而见,小学科学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理应得到重视。因此,教师应该在认识到小学科学教学的重要性

的情况下,应努力提高小学科学的教学效率,达到让学生有效甚至高效的吸收。现今,小学科学教学中普

遍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教师、学生、教学条件上都有所体现。教师应与时俱进努力去探讨解决这

些问题,达到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成为一位合格且优秀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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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

发展,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发生了重

大的改变,教育更是其改变的重中之重。

为适应这种高速发展,国家不断进行课

程改革。课程改革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

程,在这个扬弃的过程中,现今我国在小

学科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不断的凸

显出来。 

1 现今小学科学教学中普遍存

在的问题 

1.1教师在课堂中的主体支配地位 

古人云：“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

教师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最为古老的一个

职业,自古以来就承担着传道受业解惑

的责任。从教师职业产生开始,就一直以

教师教授讲解为主,再这样的教学中,教

师全程掌控着学生的学习[1]。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一举一动早已由教师安排

好。在这种学习环境下成长的学生很少

独立思考,极大的依赖于老师,学习的惰

性极强。学生只是枯坐在课堂上,在课堂

上扮演一个提线木偶一般的角色,由此

教师应合理的平衡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

所处的地位。 

1.2缺乏对学生主体差异性的关注 

每个学生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对

事物的认知,对教师所教授知识的吸收

程度都会有不同的反应。但由于教师授

课主要面对的是一个班集体,教师的教

授是以班集体的大多数为主,这样就忽

视了学生的主体差异性,不利于激发学

生对学习的兴趣。教师应该多对学生做

了解,关注了解学生之间的差异性,采取

灵活的易于激发学生兴趣的教学方法。 

1.3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 

在小学科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大都

照本宣科重视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却疏

于或少于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去进行实

践。理论知识的学习在小学科学的教学

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理

论知识的学习是枯燥的、乏味的甚至可

以说是抽象的、难以理解的[2]。比如：

温度这一章节的学习,如果只是给学生

们讲解什么是温度,而不带领学生们去

感受不同温度的变化,那大概只有少数

同学才能够有效的吸收知识点。实践之

于教学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小学科学的

教学中。 

2 影响小学科学教学效率低下

的主要因素 

2.1教师落后于时代的教学观 

影响教育质量的三大因素分别是：

优秀的教师、优选的学生和良好的办学

条件。小学科学教育效率低下是达到到

高质量教育的绊脚石,因此提高教学效

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3]。而教师在高质

量的教育中着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优秀的教师是达到高质量教育的首要条

件。教师要想不被时代的长河所淘汰则

必须与时俱进拥有符合当前时代的教学

观。教师需要不断的进行学习,努力的丰

富自己的教学技能,要学会引导、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而不是一味的填鸭式教

育。知识教育固然重要,素质教育也不能

轻视,现在学校所培养的应该是二者兼

备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教师必

须舍弃以往落后的只以学生成绩定优劣

的教育观念。 

2.2未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怎样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一直以来

都是教师在探讨的问题。首先,在小学科

学教学中教师应充分的进行备课,熟悉

教学内容,清晰教学目标。针对每一课做

出有趣的教学设计。教师自己要充分的

融入到课堂中去,努力弱化自己教师的

角色,不断的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每

一位学生尽可能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只

有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让学生参与到

其中,让其认识到自己能够在课堂上发

挥作用,增强学生的自我成就感。而以上

所说的教学行为,在传统的课堂上很少

能够得到体现。传统的教学课堂,教师与

学生的互动多体现在提问与回答中,而

这种提问回答的模式只有少数学生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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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其中,多数学生则演变为优秀者的

背景板。每一位学生都是需要得到适当

的关注,而这些缺乏关注的“背景板”慢

慢由彩色变为黑白,他们的学习兴趣则

被淹没在其中。 

2.3僵化死板的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的僵化不只是现代教育中

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均有体

现。最为著名的应试文章体裁非八股文

莫属,而现今的教学模式远胜于明清。但

亦是存在缺陷,其中僵化死板的教学模

式是其中代表。教学模式的僵化是教师

长期采取惯用的方法去教育学生。时代

是不断进步的,学生的思维模式每一代

都在不断的变化,适应于每一代的学生

的教学模式都是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不

同不断探索的。而不是简单的从前一代

教师做简单的继承与学习。不断的沿用

老一代的教学模式不仅会损害学生的学

习兴趣而且还会降低学习效率。 

3 提高小学科学教学效率的有

效途径 

3.1增强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 

在小学科学教学中,教师应对自己

的角色有个清楚的认知,教师从来都不

是高高在上的。教师这个职业存在的主

要目的就是为了引导更多的学生对世界

有所了解,学生才是课堂上的主体,一切

教学活动都是围绕着学生进行[4]。首先,

应增加学生师生之间的互动。互动不只

是简单的问答,比如,可以让学生们分组

讨论、小组竞赛等。其次,要让学生在课

堂上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想法,阐明观点。

这样既有利于课堂知识的吸收又能锻炼

学生的表达能力。让学生在课堂上做自

己的小主人,充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主

动性。 

3.2关注学生之间差异性,灵活教学 

莎士比亚曾说：“一千人眼中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充分的体现出了,

因为主体差异的不同,每个人对同样的

一句话均产生了不同理解。小学生也是

一样的,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对每一事

物的反应也是不同的[5]。在课堂上,每位

学生对教师所讲授的知识的吸收程度也

不一样。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采取灵

活的教学方法。当然,关注差异不是说要

对每一位学生都要进行针对性的教学。

而是指在课堂上在教师面对学生时应知

道如何才能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针对

学生的不同,灵活的教学。 

3.3增加科学的实践探究活动 

邓小平同志有言“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足以体现出实践的

重要性。而在教学课堂上实践亦是不可

缺少的,教师在小学科学教学中应充分

的备课,利用实践探究活动让学生切身

感受到小学科学中所蕴含着的真理。让

学生自己探索、发现真理。这种实践活

动,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小学科学

知识并进行深刻记忆。 

4 结语 

总而言之,现在的小学科学教学存

在着一些亟需改进的问题。教师要不断

的进行学习,增强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

地位、了解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增加学

生在课堂上的实践探究。从而,达到提高

小学科学教学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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