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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题活动简况（开题时间、地点、评议专家、参与人员等）

（一）开题时间：2024年 3月 20日（周三）13:00

（二）地点：常州市博爱小学六楼会议室

（三）评议专家：于纯，季焕庆，任煜

（四）参与人员：博爱教育集团 2023 年度区级课题组长和部分组员

二、开题报告要点（一）核心概念界定（二）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与研究的价值（三）研究目标（四）研究

内容（五）研究方法（六）预期成果（七）课题组内分工（请分 5 部分逐项填写，详述研究内容，限 2500 字内，可附

页）

（一）课题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

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在学习科学课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

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科学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包括科学观念、科学思

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这四个方面。

小学科学单元作业：小学科学单元作业是指根据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和教学要求，以教材原先设计

的自然章节或同一主题、能力重构的章节作为一个单元，结合小学科学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个性

化差异，通过重组、改编或原创内容的方式形成的小学科学作业。

核心素养下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设计:核心素养下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设计是指在核心素养导向下，基

于单元作业目标，凸显单元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着眼核心素养的培养，优化单元作业的结构，设计单

元作业内容，关注学生灵活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

态度责任这四个方面的能力。

本课题将从单元整体进行作业设计，把生活与学科联系起来，删减反复操练性质的作业，增加发

展高阶思维、关键能力的作业比例，让学生在结构化、系统化的作业中，加深对知识可迁移的理解，

发展学科核心素养。

（二）国内外研究领域现状与研究价值

1.关于科学核心素养的研究

核心素养是《课程标准（2022年版）》修订的基石，也是课程培养的目标。科学课程要培养的科

学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在学习科学课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所需

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科学课程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包括科学观念、科学思维、

探究实践、态度责任四个方面（喻伯军，2022）。

2.关于小学科学作业的研究

小学科学作业受到了国外许多学者的重视。科学是一个与日常生活联系非常紧密的学科，学生将



所学的科学知识应用到生活中是学好科学的关键。尤其是 6-14 岁的学生，对于很多事件都充满了好奇

心，而这些事件又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科学教师应该保护该年龄段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Gedik

N，2011）。基于此，教师应该精心设计并布置一定量的利于学生发展的科学作业，并引导学生在活动

中找到问题，解决问题，学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技能。因此，小学科学作业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技能、探究能力和批判性思维（Kashy D A，2022）。国外将

小学科学作业分为三类：第一，准备作业，在课前对学生进行水平测试，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教

学应该基于学生现有的学习水平和已有的生活经验，准备作业主要目的在于辅助课堂教学。第二，练

习作业，在课后进行练习，主要目的在于让学生巩固所学的新知识。第三，综合作业，需要花费较长

的时间完成，比如科学项目式作业、学期论文，主要的目的在于让学生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环境

中。在国外，科学作业多以综合作业为主（Abrahams，2017）。

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国内科学教师开始加强对科学作业的关注。根据文献梳理得知，目前小

学科学作业普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作业形式单一，过于依赖练习册以及单元测试卷，缺乏创新性。

第二，侧重于书面作业，但学生对于书面作业的兴趣不高（吴立宝，2022）。教师偶尔布置开放性作

业，但是认真完成的学生不多，教师也很少跟进检查和修改，因此时常出现学生忘记写或者不写科学

作业的情况，完成率很低（谢小立，2018）。第三，小学科学作业设计质量不高，较少根据学生的特

点分层设计作业，作业设计缺乏趣味性，尤其是缺乏实践性作业的设计及推进（芮春花，2023）。其

次是关于小学科学作业的实践研究，包括了作业的设计及布置，在作业的设计上，基于科学作业的现

状，一线教师一直在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也提出了一些关于作业设计的方法。如要以课程标准为纲、

结合小学科学学科特点、以兴趣为始以有所得为终、以奖惩有度为底线来设计小学科学作业（孙阿丽，

2019）。在作业的布置上，主要分为课前、课堂以及课后作业。但是关于科学作业的实施更多是理论

上的研究，实践案例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小学科学实践性作业的布置及研究非常匮乏（王东，2014）。

最后是小学科学作业的评价研究，小学科学作业在评价上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在评价内容上过于重视

科学知识，忽略学生个体的素养及发展要求；评价方法单一，作业批改存在非对即错的现象；评价反

馈滞后，作业通常在课后批改，历时长，无法体现评价的实时性（龙维娜，2021）。

3.核心素养下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设计的研究

当前的教学中，教师仍然按照单课时进行教学设计，作业的设计基本单位也是单课时，从作业结

果来看，课时作业之间缺乏联系，这就导致学生总结知识时往往停留在碎片化知识层面，无法形成结

构化知识体系，也无法系统规划学生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的发展蓝图。如何打通知识到素养之间的壁

垒，按照单元整体教学指导单元作业设计就是撬动作业转型的一个支点（黄颖红，2023）。通过整体



规划，将关联性的知识重组，将零散的知识结构化，将学科观念、学科能力和学科思维方法展现并提

炼出来，关注本单元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内在逻辑，通过整合教学内容中的重点难点，系统性设计单元

作业，确保学生精准高效完成作业。在开展基于学科素养的单元教学过程中，作业也应从注重知识点

巩固的课时作业转向注重素养发展的单元作业，改变作业内容碎片化、割裂化的情况，实现作业设计

与单元教学的有效对接（龙目天，2023）。如何设计单元作业，目前一线科学教师已经进行了初步探

索，部分教师提出:在设计单元作业的过程中要依标扣本，构建指向科学课程目标的作业设计框架，然

后基于设计框架完成作业设计，充分发挥作业的评价作用、与课内学习的互补作用，达到培养学生科

学核心素养的最终目标（梁东红，2013）。吴、徐、叶等教师提出：素养导向的单元作业应该贯穿学

习始终，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注重持续性的评价。以单元为基本单位设计作业，强调基于核心素养的

四个维度，分析承载核心素养的内容素材，注重单元知识联系（叶晓芳，2021）。腾俊玲提出了“三维

四基”的作业设计模型，依据学科核心素养设计三个层次的作业：指向科学概念建构的基础性保底作业，

指向科学探究和科学思维的趣味性实践作业，指向科学精神的创新性项目化作业。设计作业时，应根

据不同的学生，基于教学目标、学生水平、学科思维、价值取向四条路径设计不同的作业内容。针对

三个层次的作业分别采取不同的实践操作、信息收集、小组合作等方法进行设计，给学生留有自主选

择的空间，培养其学习科学的兴趣（腾俊玲，2023）。

小结：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发挥作业诊断、巩固、学情分

析等功能，将作业设计纳入教研体系，系统设计符合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

性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坚决克服机械、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

科学作为一门以科学实践为主要学习方法的基础性课程，设计作业时要基于科学的学科素养，加强作

业内容与学习过程、生活经验、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注重科学思维的发展、科学本质的培养，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基于单元整体进行作业设计是提升作业质量的有效途径。小学科学作业设计应从教

材内容和学情特点出发,立足单元整体视角，厘清教材脉络，以单元作业内容框架为载体，设计典型、

有结构的作业，实现作业设计与单元教学的有效对接，达到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最终目标。

研究的价值：

1.有利于优化作业质量。以单元作为作业设计单位，既避免了把知识内容孤立化、碎片化，还能站

在单元整体的高度系统性地设计习题，增强同一单元不同课时作业之间的结构性和递进性，这样更有

利于学生的关联学习，提高教学效果，体现作业巩固教学、评价教学、培养核心素养的作用从而更好

地发挥作业对学生的发展作用。



2.有利于提高教师对单元整体教学的把握。教师从单元整体的视角，将单元整体培养目标，对教学、

评价、作业，资源等进行系统思考。有助于培养教师对学科课程的整体把握和系统设计能力。

3.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导向的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设计，基于核心概念统整单元作

业目标，凸显单元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着眼核心素养的培养，关注学生灵活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提升学生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这四方面的综合能力。

（三）研究目标

1.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改善小学科学学科作业欠缺针对性和层次性的现状，并结合核心素养，探究

有效丰富作业类型的策略。

2.探究构建高质量的单元作业，达成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新要求，同时有效地将核心素养的培养渗

透到作业设计中。

3.从发展学生科学核心素养的角度去探究单元作业设计的优化策略，为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设计提供

新的思路。

（四）研究内容

1.关于“核心素养”和“小学科学作业”的文献研究。

以“核心素养”“小学科学作业”关键词为检索条件，从知网、维普、万方网站进行文献检索，

梳理国内外对核心素养、小学科学作业的研究内容和成果，整理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做法。同时，深研

《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把握新时期科学学科课程理念、内容结构和教学要求，夯

实理论基础。

2.我校科学作业设计与实施的现状调查研究。

本课题组将在集团校范围内用问卷、访谈和数据统计的方法，对教师和学生两个群体进行摸底调

查，梳理出以往科学作业的问题所在，厘清设计和实施的基础，明确课题研究的方向和实施途径。

3.指向核心素养的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设计路径的研究。

小学科学单元作业的开发，首要任务是确定单元作业目标，结合科学教参中的“单元概要分析”、“单

元概念图”和“单元主要教学活动框图”完成单元教学的解读，定位教学目标，为作业设计的目标定下方

向。同时考虑学情，对课堂中学生表现出来的薄弱点进行补充，对课堂难以实现的关键能力进行拓展，

最终确定单元作业目标。接着建立单元作业目标与核心素养之间的关联，并通过制订单元作业框架，

以此为导向，为之后设计作业内容做准备。

4.指向核心素养的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设计策略的研究。

在作业设计时，首先可以从多角度来丰富作业的类型。根据单元作业目标可以设计典型性作业、



层次性作业、趣味性作业、开放性作业、体验型作业。同时从预习单、课内作业、课外拓展作业这三

个方面进行作业设计。首先，预习单主要是让学生收集资料、阅读科普读物、分享生活经验。本课题

组成员将重点梳理五六年级的科学教材，找寻符合对应单元的课外读物资料，然后设计出能够了解学

生前概念的预习单。其次，课内作业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整合实验记录单和用知识导图总结归纳

单元内容，形成学生个性化的学习单。第二，课件最后设计课后问答。第三，思考如何用好学生的活

动手册。最后，作为选做的课外拓展作业，本课题组成员将找寻教材中课堂上难以完成的实验探究，

重新整合。

设计时重点思考如何优化作业形式，比如手工小制作、科学小实验、模型和角色体验、小课题研

究、创新小发明。

5.指向核心素养的小学科学单元作业实施策略研究。

为了更好地实施设计的单元作业，首先要改造作业的场景，设计与作业贴切的情境。在紧扣教材

和作业主题的同时，创设真实情境，实现学生对知识意义的感受和理解。继而创设有仪式感、有满足

感、有获得感的学生作业分享机制，创新作业展示的方法。

6.指向核心素养的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评价研究。

评价标准是作业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联结作业目标和作业内容，设计评价量表，并以星级、

勋章的方式取代直接的分数，评价的主体定为学生自己、同伴和教师，进行多角度的评价。同时设计

的评价标准，依据相应指标检测出学生的核心素养提升情况，也检验该项目的研究成效。

（五）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本研究利用电子检索方式对中国知网（CNKI）、维普等数据库中涉及“核心素养”“小学科学作业”

这些核心概念内容进行检索和查阅。此方法为本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基础，丰富了在小学科学教学

中进行单元作业设计的内容，为课题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2）调查研究法

课题组成员运用问卷调查结合访谈调查法的方式，对小学科学教学中已有科学作业的现状及问题

进行了掌握，了解了学生和老师对科学作业的建议，为课题开展提供依据。

（3）行动研究法

本研究根据文献资料、调查分析等确定研究目标，开展小学科学单元作业的研究。在活动实施过

程中，依照“计划—实践—反思—调整—再实践”的方式多次探究小学科学单元作业的实施策略。



（六）预期成果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完成时间 负责人

阶段成果

（限 5 项）

核心素养下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设计 论 文 2024.8 吴 姝

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评价策略的研究 论 文 2024.12 蒋盛婕

小学科学单元作业校本化开发与实践研究 案例集 2025.4 全体成员

《核心素养下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设计的研究》报告 报 告 2025.10 吴 姝

蒋盛婕

小学科学体验式作业的开发与实践研究 案例集 2025.10 全体成员

最终成果

（限 3 项，

其中必含

研究报告）

核心素养下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设计 论 文 2024.8 吴 姝

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评价策略的研究 论 文 2024.12 蒋盛婕

《核心素养下小学科学单元作业设计的研究》报告 报 告 2025.10 吴 姝

蒋盛婕



（七）课题组内分工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专业技术职称 研究专长 在课题组中的分工

陈文琳 常州市博爱小学 中小学一级
教学理论

教学实践
课堂教学研究、论文撰写

吴 萍 常州市博爱小学 中小学一级
教学理论

教学实践
课堂教学研究、论文撰写

俞 颉 常州市博爱小学 中小学一级
教学理论

教学实践
理论指导、课堂教学研究

姜一帆 常州市博爱小学 中小学二级 教学实践 课堂教学研究、论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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