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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究性课堂的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卓越性。教师通过设计学习任务，结合课堂实际情况，引导学生

提出问题，运用相关知识和信息进行实验设计和实践操作，最终解决问题，交流、分享经验、成果。探

究性学习课堂已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建立探究性学习课堂的价值意味着以新的思路去突破传

统教育的弊端，为素质教育发展提供育人方式的选择，为发展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提供载体，为实

施探究式科学教育开辟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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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ganization of inquiry-based classes has certain uniqueness and excellence. Teachers design 
students’ learning tasks, combine classroom context , guide students to ask questions based on real 
situations, use relevant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to carry out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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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and finally solve problems and share experiences and results. Inquiry-based learning 
class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current education reform. To establish the value 
of inquiry-based learning classroom means to break through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educa-
tion with new ideas, which can provide the choice of education mod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quality 
education, which can provide a carri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com-
prehensive quality, which can open up channel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qui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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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学探究是教育部 2022 年颁布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的重要内容。探究性学习过程中，

学习者需要围绕特定的主题，寻找问题，并通过合作探究的方式解决问题[1]。在小学科学课程中开展探

究式科学教育，就是让小学生通过亲自收集数据、参与实证、讨论和辩论，从而建构和理解主要科学概

念。开展探究式科学教育更要让小学生体会到人类通过观察、实验和推理来获取正确的知识，并了解科

学知识是相对稳定并不断发展进步的。 
作为未来的小学科学教师，小学教育专业的师范生不仅需要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更应该具备科学探

究的能力，能够基于问题自主探究、合作交流。通过学习《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法》这门课程，师范生

从提出问题、作出假设、制订计划、搜集证据、处理信息、得出结论、表达交流、反思评价这些要素，

亲身体验科学探究。在和谐的课堂教学氛围中，平等的师生关系，良好的课堂组织，利于合作互动的教

学情境，教师及时引导，师范生相互激发，创设有助于合作互动的高认知问题，达到思维互动[2]。整个

过程不仅能够培养师范生的观察能力、实操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同时对于激发师范生学习科学、热

爱科学的兴趣有着重要的意义。 
然而调查发现，探究式学习在实施中远没有达到课程设计的初衷，多数科学探究学习仍徘徊于模仿

状态，大部分探究问题局限于课本或单一学科，没有切实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探究性学习有效实施表象

在师范生、根子在学校、关键在教师。在指导科学探究的过程中，教师不仅需要较好的科学素养和一定

的探究能力，还要具有适切的教学管理能力，并且能够针对不同层次的师范生准确实施相应的指导策略。 

2. 明确探究流程，做好过程管理，构建探究性学习模式 

国内外对探究性学习模式的研究已较为成熟，探究性学习活动的一般过程为：师生从某个与学科内

容相关的生活情境出发，生成探究主题，讨论、冲突，共同发现问题、建立探究目标，明确探究任务并

进行探索实践，得出结论并展开评价与交流，进而对作品进行再创造[3] [4]。基于此，《小学科学课程与

教学法》的课堂探究性学习活动的一般步骤概括为：体验情境、生成主题、发现问题、探索新知、分享

交流、总结创新(如图 1 所示)。师范生在初次开展探究性学习时对于提出问题、设计探究方案、进行探究

操作、探究结果总结等方面存在疑惑和困难，在科学探究过程中也存在无序合作、单人实验等多种现象。

帮助师范生学习科学探究方法、控制探究过程是教师有效指导的关键。组织小组合作探究是保证教师指

导的首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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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组织“小学科学教师要掌握的实验技能”课堂教学，最初只是单纯的理论讲授，通过图片、

视频等方式讲解掌握实验技能的意义、方法和要求。探究性学习模式则是确定学习的技能种类，让师范

生自由选题，4~6 人自由组合，每组进行项目式探究学习。在实施过程中教师加强管理，提高效率，有

针对性的制定一系列过程性工具表，如《实验设计方案》、《实验过程记录表》、《实验结果记录表》、

《实验结果评价表》等。这些工具表既提示了师范生选题的分析观察视角，又对师范生的研究过程进行

指导管理，提高了管理的便捷性和针对性。教师及时查阅师范生的探究记录，就可以起到督促与检查的

作用，也能通过工具表发现一些隐性问题，及时予以解答。 
该节课，师范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学到了实验技能，还有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方面的知识，

在实践过程中将其融合。这个过程激发了师范生的好奇心，锻炼了小组成员的协作能力，并且在评价、

反思、修改中体会艺术的思想。通过科学探究实践，师范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尝试自己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师范生的语言组织、语言表达能力以及项目式学习合作能力均有所提高。 

3. 梳理探究方法，发掘探究问题，形成研究路径 

确定探究题目后，教师在探究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点拨解惑。教师引导师范生从具体情境中讨论

生成探究主题、发现问题，激发师范生的学习兴趣，进而引发积极主动的思考，使师范生充分参与到探

究性学习活动中(如图 1 所示)。这就要求教师在熟悉科学领域知识的基础上，很好的把握各探究环节，在

关键节点上为师范生做好指导。在明确探究方向后，如何确定实验方案？如何有效开展小组合作探究？

如何进行实验结果的收集与整理？教师恰当的提问和指导能够帮助师范生改善思维模式，厘清探究路径[5]。 
例如，组织“小学科学课堂导入方法”课堂教学，教师首先展示成功的课堂导入，之后提出“好的

引入为课堂的有效教学提供了前提保障，成功引入的形式都有哪些？”等诸如此类的开放性问题。师范

生讨论得到答案后，展示失败的课堂导入，过渡到“小学科学课堂情境引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情

境引入是否能远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引入问题过多，不是情境中自然产生的或问题与情境的不完全

匹配，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等开放性与选择性相结合的问题，指导师范生完善之前讨论结果，最终

形成较为合理、可行的课堂导入方法。在教师评价指导环节，针对各组的最终答案，进行挖掘与提炼，

组织进行理论指导课堂教学的展示与汇报，引导师范生在现有导入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形成具有自

身特色的课堂导入形式。该节课，在关键节点上教师引导师范生梳理思路，总结课堂导入方法，为师范

生提供适切的探究技术支持，帮助师范生自主形成研究路径。 
 

 
Figure 1. The general process of inquiry learning activities 
图 1. 探究性学习活动的一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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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合作学习，实现综合互补支撑，所学知识系统化 

从师生对探究过程的实施角度来看，科学探究过程促使教师动态调整教学，帮助师范生即时改进学

习。教师结合整体教学设计以及个人的直接经验从主观感受与客观证据支持的双角度出发，找出教学过

程的重难点，动态干预、精准优化教学。师范生通过项目式合作学习，开展自我监控，看到自身与学习

目标之间的差距、向优秀的同伴学习，自我反思、即时改进。课堂中产生的问题可以被即时反馈并应用

于教师调整教学以及师范生自我调控，在教学预设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合作与互补。教师再从教学结果上

发现新的问题，理解、分析、判断，产生新的教学决策，反馈给下一次教学，得到新的教学结果，又开

始新一轮的问题驱动，这是一个循环过程，促进教与学的持续改善，最终提升师范生的学习能力[6]。 
例如，组织“小学科学课堂结课类型”课堂教学，既可以采取练习法、实验法、讨论法，也可以联

系之前学习内容进行总结与巩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小组每个成员对本次探究活动的贡

献；其次，在小组合作中，鼓励师范生积极接受其他成员带来新视点的启发；最后，在每个自然形成的

结论之间寻求平衡。这样的探究教学能够达到开阔师范生思路，联系前后知识形成系统，扩展课题内容

等的效果。 

5. 立足科学本质，促进师范生思维发展，提升学习效果 

提升探究性学习的应用效果。萧伯纳曾说过：“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你和我交换

仍然是各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流这些思想，那么，我

们每个人将有两种思想。”之前的研究结果充分说明探究性学习有利于提高师范生学习效率。不仅是促

进师范生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更能激发师范生积极学习、主动思考、自主探究，促进师范生形成知

识迁移，向知识的深层次理解迈进，培养师范生的思维能力。 
现阶段探究性学习有许多基于某一知识点开展的情形，课程标准、教材中也有许多探究项目。科学

教法教师指导师范生开展基于学科问题的探究，目的是希望师范生将所学学科知识用于将来的实际教学

情境。这些问题中有些结论是唯一的，师范生体验到的是建模、推证的过程；有些结论是开放式的，需

要师范生根据实际选择，进行分析和判断。为了更好地促进师范生强化科学本体知识、形成科学核心素

养，探究性学习的问题设置和情境创设都非常重要，尤其是能够激发师范生的兴趣，促进他们的思维

碰撞。 
以“了解小学《科学》课”为例，首先确定学习目标——明确科学探究研究对象的未知性；明确探

究活动中的重难点——根据实验目的，利用已知、外加因素干扰研究对象，探究发生怎样的变化、出现

怎样的现象、产生怎样的结果。再设计评价目标达成的指标以及具体活动任务。探究过程中，教师及时

进行精准干预，以保证基本目标的达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师范生的思维能力。 
该节课，教师提出的问题“一满杯水中能放多少枚回形针？”师范生通过讨论得出数字，均为个位

数，当有人斗胆说出 50 枚的时候，全班大笑，无人相信。通过探究实验，亲眼目睹一满杯水中居然能放

200 多枚回形针时，全班鸦雀无声。该次科学探究令师范生难以忘怀，据毕业多年的学生回忆，即使时

隔很久，此次探究实验也是记忆犹新。每当自己站在讲台上，面对小学生，帮助他们树立科学探究的精

神时都会想起当年的课程，这一节课让师范生了解了《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法》，并且紧密结合课程思

政：主观臆断是错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科学探究是《小学科学课程与教学法》的核心内容，这门课程最重要的是要让师范生学会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并尝试去解决问题，培养师范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教师不仅需要调控过程，更应该和

师范生一同，指导启发师范生解决问题，从理论上梳理清晰，为后续将探究性学习活动充分融合并构建

模型提供参考。教师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如何推动探究性学习，从关注形式到关注效果，从遵循预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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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动态调整，进而形成高质量的探究型课堂，提高师范生的学习效果、发展师范生能力，进一步完善

探究性学习活动模型。 
通过探究性学习的实施，锻炼师范生的探究能力，增强师范生的探究意识，最终培养师范生的创新

思维和实践能力。要想达成这一目标，教师在指导师范生时就要能够合理站位、恰当点拨，这正是教师

指导探究性学习策略的体现。教师不仅仅是站在讲台上辛勤工作的园丁，更是为学生引领航向的灯塔，

根据师范生的发展需要指引他们、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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