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某某镇小学科学六步教学法
科学课程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积极倡导让学生亲身经历

以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发展他们对科学

本质的理解，使他们学会探究解决问题的策略，为他们终身的学习和生

活打好基础。科学课程标准明确提出科学学习要以探究为核心。探究既

是科学学习的目标，又是科学学习的方式。但长期以来，我国各科课堂

教学往往强调掌握知识的数量和掌握的精确性，强调对已有知识的记

忆，并由此形成了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成了以模仿、

训练和背诵为主要特征的维持性学习。在这样的课堂学习中，教师的教

学方法大多是以讲授、灌输为主，形成了教师对学生的权威性，学生对

教师的依赖性，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怀疑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尊重和

发展，在这种状况下，开展有效的科学探究困难还很大，因此，要想真

正实现课程改革的目标需要做许多工作，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认真领会

新课程的理念，创新小学科学课程的教学方式。为此我们经过几年探索

出总结了构建 “课前准备 自主学习—情景导入明确目标-—提出问题猜

想设计-—分组实验合作探究-交流展示归纳规律—应用训练总结反思”的
六步教学模式： 

1、课前准备  自主学习

本环节主要在课前完成，教师要提前一周或2-3天发给学生学案并

布置学生准备有关的实物、实验物品及有关材料。通过课前预习课本，

要引导提出的问题，引导学生猜想，然后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

生准备材料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学习过程。教师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

生，让学生通过看书、准备实验物品、器材、查资料、思考等方式自主

学习。使学生在自学中培养对科学的兴趣。

课前教师要精心备课，自己吃透教材，充分考虑学生在自学中可能

遇到的困难，充分考虑如何科学高效地指导学生自学，在此基础上设计

出科学、实用的学案。在学生自学前，教师先预设一些思考性的问题，

让学生带着问题自学，教师一定要有效地进行学法指导，指导的内容包

括：①学什么，让学生明确自学的内容。例如：从课本哪一页到哪一



页。②以什么方式自学，让学生明确自学的方式。例如：看书、做记

录、观察图、查资料、准备物品器材、观察实物动手操作等等。③学多

长时间，让学生控制好自学的进度。④教师在备课设计学案时，一定要

下大力气研究学法指导。⑤学生能独立完成的实验探究，根据学案提示

的过程、方法和问题，尽量让学生自己完成，注意观察并记录实验现

象。这一环节可以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充分体现学生自主学习。在学生

自学时，教师要多关注学困生，及时辅导。教师引导学生课前把需要准

备的学具（实物）、把自学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自己的猜想、简单实验

方法、课前经过自学后填在学案上。⑤学生不能独立完成的学习内容、

问题和实验探究活动课堂上解决。

2、情景导入  明确目标

巧妙新课导入，既能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学习兴趣，又能扣住学

生的心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启动学生智力，激活学生

思维；成功的新课导入能有效把学生引到将要探究学习的新课上来。新

课的导入是为实现教学目标服务的。设计时要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和需

要，紧扣教学的中心，找准教学的切入点，力求做到简明、实用、巧

妙、生动，力求使学生形成认知冲突，才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其

自然进入学习状态。

情景导入新课后要立即明确目标，教师根据所学内容的重点难点，

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按照课程标准对所学内容的具体要求，制定

出切实可行的学习目标，学习目标可运用外显行为动词表述，表述要明

确、具体、清楚、实用，具有明确的导向和激励作用。目标出示的方式

要灵活自然，教师要引导学生采用灵活机动的方式认定学习目标。这一

环节通过目标定向唤起学生强烈的学习欲望，明白本节课学什么，怎么

学，达到怎样的学习效果。

3、提出问题、猜想设计

本环节既提出问题，进行猜想，启发引导，设计方案。本环节是在

第一二环节学案引领自主学和情景导入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进

行猜想、设计方案。是科学探究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此环节应注意以



下4点：(1)教师要根据教材内容、教学目标、学生的年龄特征、知识背

景、周围的环境条件、教学资源等设计学生乐意探究的主题；(2)创设

相互矛盾的事物情景，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引发学生的探究动机，引

导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大胆提出问题。；(3)引导学生充分想象，针对

问题提出自己的猜想或假设；(4)引导学生设计检验与自己假设有关的

观察、实验、探究或考察等方案。设计实验是难点，教师必须注意引

导，学生设计不一定全面、要通过合作讨论逐步完善。实验探究的方法

或设计步骤学生不一定写完全写到学案上，主要是引导学生说出来，教

师最后把有关的步骤明确或用课件展示给学生。

4、分组实验 合作探究 
在学生设计检验与自己假设有关的观察、实验方案的基础上，一定

要学生自己动手，观察实验，亲历探究。科学探究活动要面向全体学

生，可以独立完成的观察实验应采取独立完成的方式，不能独立完成的

要采取合作的方式。如单靠个人的力量难以准备很多的实验材料，单靠

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实验的设计方案，要采取小组互相帮助互相启发的

合作探究方式。多数实验探究需要小组合作完成，教师要合理分组，在

小组长组织下小组内学生合理分工合作，然后根据学案和教师提示的过

程、方法和步骤，注意观察并记录实验现象和有关数据，在此基础上，

完成学案中的有关问题或表格，并根据现象分析实验的结果，总结归纳

得出实验结论。

探究过程与结果是不可分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方法寓于科学

知识之中，是知识的内核与脉络。因此，我们既要重视探究的构成又要

重视探究的结果。

教师要引导学生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把自己的探究过程和结论表达出

来，与同组或同班同学分享；引导学生学会正确对待自己和同学，进行

客观公正的评价。

让科学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核心,这种意识是对的,同时也不要过分

追求探究的完整性和自主性,如果一节课探究内容过多、时间有限，环

节太多，学生没能深入探究，便匆匆进入下一环节学习，看不出每课的



训练侧重点；在有限的时间内完不成预先设计的探究活动，致使探究有

形无实，得不出正确数据、现象和结论。这样的做法既不符合科学研究

的实际，也不符合学生科学学习的现实。尤其在学生刚刚开始学习科学

一两年的情况下，在学生对科学探究还不能正确理解，探究的过程技能

还不十分娴熟的情况下，给学生提出这么高的要求，无疑是拔苗助长。

在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也明确指出，对于小学阶段的科学探究能力不

能要求过高，必须符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由扶到放，逐步培养。在教

学实施中，科学探究学习可以是全过程的，也可以是局部的；可以是开

放的,也可以是指导的。

总之，教师要引导学生像科学家那样自己去探究大自然的秘密，像

科学家那样去做科学，在做科学的过程中理解科学的本质；在科学探究

的过程中，保持和发展儿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探究欲；让儿童自己体

验科学探究的苦与乐，养成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不盲目迷信权威的科

学态度。小学生，心理还不成熟，自主学习、探究问题难以持之以恒，

学生不可能一开始就能独立从事自主学习、探究学习，而是仍需要教师

的大量指导，它的开展是一个由“扶”到“放”的过程。所以学生的探究活

动离不开教师科学地引导，既不包办代替，也不放任自流，恰到好处地

引导可以沿着学生学习的“最近发展区”循序渐进地、有效地提升他们的

探究能力。教师要思考采用什么样的引导方法。一要依探究内容而定，

对于一些难度不大又无危险的实验，教师不妨让学生自己独立完成；而

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实验，特别是探究性活动，教师要帮助学生设计方

案，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实验，根据实际情况，恰当地为学生设置台

阶，提供思维方向，及时进行激励性评价，提高探究目标的达成度。二

要因人制宜，对于基础、能力较薄弱的学生，则要耐心地加以引导，特

别要让他们亲历科学探究的各个环节，引导他们学会一些基本方法，才

能使学生的探究能力得到有效的培养

5、  交流展示 归纳规律。

教师要引导学生从有关的探究中收集并整理获取的信息；引导学生

学会从观察实验中获得的信息去思考、分析、归纳、概括，从而得出结



论；探究性学习由学生自己通过探究，充分交流分析、归纳、概括后获

得结论，在此过程中不仅学会知识、技能方法，更体验了探究的快乐，

形成了科学的情感态度和世界观等。以小组为单位交流学习讨论、合作

实验、合作探究，每个同学在学习小组内提出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和得出

的结论，组长具体组织，通过讨论交流，实现“兵教兵”，最大限度地解

决本组同学在自学、实验中遇到的问题或困惑；各组汇报本组自学情

况，提出本组不能解决的问题。教师引导全班各组之间的交流。培养学

生敢想、敢说创新精神和科学语言表达能力。在很多科学教学的课堂

上，存在着表面上学生热热闹闹的实验，但却不知为什么做实验，和为

什么这样做实验等现象。教师必须启发引导精讲点拨，指导到位。精讲

点拨。一是精讲:在学生渴望释疑的心理状态下，教师针对其疑点，快

速确定讲的内容，抓住要害，讲清思路，明晰事理，并以问题为案例，

由个别问题上升到一般规律，以达到触类旁通的教学效果，使学生在教

师指导下归纳出新旧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和综合能力。二是点拨：教师对于学生不理解的难度较大的难点和易混

易错的问题适时点拨，也可引导学生对典型问题再度展开讨论，在学生

相互讨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参与其中，适时点拨。教师全面掌握学

生自学情况，梳理全班同学在自学中遇到的问题，归纳出普遍性的问

题，进行精讲点拨。归纳出普遍性的问题，在这一环节的学习中，教师

要充分发挥组织、引导的作用，充分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作用。教师要

对学生自学后交流的信息进行整合，归纳规律。

6、应用训练  总结反思

在自主、合作、探究，归纳知识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系列训练  拓
展应用，巩固学习效果，培养学生联系生活生产实际能力，提高综合能

力。根据教学目标联系生活实际有针对性的设计当堂系列训练题和当堂

达标检测题。引导学生用自己获得的结论解释生产或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探究。这一环节的注意事项：（1）当堂训练题要结合学科特点精心设

计，整合课本、资料上的题目，不要照搬课本或资料上的原题。练的内

容要序列化，练的方式要多样化，练的方法要科学化，训练题要精，数



量要少，质量要高。（2）当堂训练题要分层次设计，进行系列训练。

可设必做题，选做题，思考题。满足了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要，使全

班学生都有所提高。必做题是达到课程标准要求的基本题，是全班同学

必须当堂完成的；选做题有的是为了增加训练的量，有的是为了增加训

练的难度，这样可以避免一般学生“吃不了”尖子生“吃不饱”的现象，这

种当堂训练满足了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要，使全班学生都有所提高。

(3)当堂训练可以独立完成也可合作完成。一般较简单的训练题学生独

立完成，综合性的题目，多数学生不会的或出错的问题可以通过小组讨

论交流解决。学生能交流解决的问题尽量让学生完成，教师及时启发引

导、点拨纠正。(4)当堂达标检测题学生独立限时完成。明确正确答

案，及时进行评价和反馈矫正。(5)课堂上一定要留足当堂训练的时

间，完成当堂训练的时间一般不少于10分钟。(6)要因材施教，根据教

学内容及学生情况当堂系列训练题和当堂达标检测题可以合并。（7）
教师的反馈矫正要贯穿始终，尤其关注学困生，加强对学困生的辅导。

总结反思是对全班学生对本节课的学习情况的一个总结，可以让学

生自我小结，也可师生一齐总结。总结的内容包括：本节课学了哪些内

容，是否学会，并反思自己的自学能力有哪些长进。通过总结，学生回

顾本节课学了哪些内容，把所学知识纳入到已有的知识体系中，进一步

构建知识网络；回顾自己掌握了哪些解题方法，纳入已有的能力体系。

对自己的自学过程进行反思，体会自学成功的愉悦，增强自学的信心和

能力。此环节可以在应用训练  之后也可在应用训练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