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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程背景下，课堂是学校教育形式的主体。绿色课堂是当前较为提倡的一种新型教学方式，这种方

式鼓励教师在课上营造和谐、自主、友爱、活跃的绿色气氛主张“全人发展”的关键理念，由文化基础、

个体成长与社区参与这三大因素所塑造，这些方面共同在人文精神、科学逻辑、学习能力、健康的生活

习惯以及实际创新等五个核心素养中得以体现。而小学的科学教学，在促进学生科学基本素养方面具有

非凡的影响力，因此在课程设计上，以这个基本素养为导向去构建绿色课程是极其关键的，这对提高学

生的科学基本素养能力有着深远影响。本文通过阐述科学核心素养和绿色课堂的内涵，分析小学科学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后试述核心素养下小学科学绿色课堂的构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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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curriculum, the classroom is the main body of school educa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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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classroom is a new type of teaching method that encourages teachers to create a harmo-
nious, autonomous, friendly and active green atmosphere in the classroom, which advocates the 
key concept of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which is shaped by three factors, namely, cultural 
foundation, individual growth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ese aspects are collectively re-
flected in five core qualities: humanism, scientific logic, learning ability, healthy habits, and prac-
tical innovation. Science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has an extraordinary impact on promoting 
students’ basic science literacy, so it is crucial to build a green curriculum oriented to this basic li-
teracy in curriculum design, which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improving students’ basic science 
literacy. In this paper, by elaborating the connotation of scientific core literacy and green class-
room, and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elementary school science teaching, we try to de-
scribe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green classroom in elementary school science under core lite-
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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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科学核心素养的内涵 

核心素养是培养自我实现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高素质国民与世界公民的基础，它不仅立足于时代、

着眼于未来，更具有浓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作为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素养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是当前时代我国社会发展需求的具体反映[1]。《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解

读》对国际科学课程的标准，科学教育的进展，教学内容等有关领域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结合我国的实

际情况，明确了我国科学教育核心素养的内涵。这实际上是指学生在科学学习过程中逐步塑造起来的对

个人和社会发展极其关键的品性和技能。2022 年版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立足我国义务教育科学教育的

现状，提炼了包括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四个方面的核心素养发展要求[2]。旨在通

过这些核心素养的培养使学生能够站在科学的角度上认识世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生运用科

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为国家发展培养所需要的实用型人才。 

2. 绿色课堂的内涵 

“绿色课堂”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旨在创造一个充满活力、和谐、尊重和关爱的学习

环境。在这种课堂设置中，教师的职责由简单的知识传授者转化为激发和辅助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学生

的地位也从被灌输知识的对象转变为能主动探索、协作并交流的学习主体[3]。这样做的目标是寻找一种

方法、策略和规则，以全面、均衡地提升学生的个性和整体能力为目标，这种方法以尊重、理解、关怀

和照顾每一个学生的需求为教学方式的出发点，旨在从道德、才艺、智慧、情感、身心等多方面推动学

生的全面发展。“绿色课堂”不仅是以培养学生环保意识为主渗透绿色理念的课堂，而且是指既体现学

生个性发展又注重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新型课堂，是回归学生天性的课堂，其本质是“让知识自然地生长

出来，不是要‘僵化’而是要‘活化’”，是和谐、民主、快乐的课堂[4]。然而，评判一个课堂是否为

“绿色课堂”，并非取决于教师的讲解时长，或者学生和教师的活动数量，而是取决于学生实际的学习

成果，以及他们的学习态度是否积极，知识积累是否充足。此外，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否被充分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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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能力是否得到了有效的启发，以及相关知识是否得到了深入的掌握，也是评价的重要标准[5]。实施

“绿色课堂”的策略需要教师在课堂中充分利用学习时间，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合作交流，以此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打开思维活动，让课堂回归“自然”。 

3. 小学科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3.1. 教学方式过于传统 

目前，在小学科学实验教学中，依旧有许多教师采用过时的“注入式”教学法。这种做法与新一代

的教育改革观念相违背，阻碍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教育本应是活力四溢、富有创新性、充满

吸引力，却在现实中被搞得一团糟。在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主要是简单地演示教科书上的实验内容，让

学生去模拟实践，这样的教学形式使得学生无法真正吸收和理解所学的知识，并没有能够有效的培养其

思维能力，长期以来，学生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这样的教学环境要求很高，学生难以参与实验教

学，也不能提升他们的学习效果以及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学生对实验原理的理解都是浅尝辄

止，大多数学生只是在被动的环境中做着刻板的操作，像这样的环境并没有体现出科学实验的本真价值。

这种教育状态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诚，也不能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因此，科学实验教育变得毫

无价值，怎样提高学生的核心素质也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3.2. 教学内容一成不变 

在基础层次的科学课程实验教育中，老师们的授课素材经常受到教材的束缚，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度

不高。这样的状况在一定水平上导致了课堂教学的枯燥单调，因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缺乏兴趣，从而

产生了反感情绪。显而易见，这对学生的主要素质的培养大大不利。大部分科学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并

未从生活中和其他科目中寻找与教学内容相契合的内容，而是将教材中的内容按部就班地搬到讲堂上。

这样单调无味的教学主题并无法引起学生的求知欲。时间长了，生机勃勃、趣味盎然的科学课堂就会沦

为理论灌输的讲台，学生对此也会觉得学科学逐渐艰难，因此极可能会产生对此的各种不满和反抗。 

3.3. 教学资源投入不足 

由于之前对科学实验教学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许多学校的硬件设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或不符合

相关规范。科学教育的过程中，实验室和相应教学设备是极为必要的。若实验环境有所减少或相关设备

不足，无法为学生们进行生动的科学实验展示，更别说让学生们亲身参与实践了。由于教学设备严重不

足，小学科学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单方面领导他们去学习教材中的知识，对科学实验只进行呆板的理论

知识讲解。教师无力证实课上的各种科学现象和科学理论，只能把科学知识变成难以理解的理论，灌进

学生的头脑里。学生的好奇心得不到满足，随着时间的推移，正确的科学观念无法形成，学生对科学课

程的兴趣也会逐步消退，教学效率也会相应减低，从而很难培养出小学科学的核心素养。 

3.4. 教学忽视老师主导 

新版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倡导学生以学生主导的方式学习，并把他们视作课堂的中心。但是，某些教

师对此有不正确的理解，过度依赖学生的自我学习，含糊了他们自己的教导职责。没有教师的引导，学

生的学习可能会偏离正确的轨道。作为协同工作者、共同体验者和指导者的教师，也依然需要保持其主

导的位置。由于学生的思维能力还未完全发展，可能不能自我引导活动的方向和误区的纠正，教师盲目

地过度放权是一种不尽职尽责的行为，这可能会导致学生学习的时间被奇偶，产生类似逃学的情况。学

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主导性用是不可以偏废的，只片面的重视一方面，必然会导致教育效率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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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心素养视角下小学科学绿色课堂的教学策略 

4.1. 科学课堂生活化，培养学生应用素养 

“绿色课堂”着重回归到与“自然”紧密相连的教育方式，寻找实际生活中的科学元素，通过生活

体验挖掘科学知识，领悟科学观点，且能学以致用，从而深化了学科学的广阔意义。以科学的视角对自

然事件进行思考，利用科学的智识和方法对生活中的自然事件进行合理的阐释。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

逐步构建解决现实问题的技能，养成运用科学智慧解决问题的习惯，这正是科学学习核心素养的内在含

义。当进行科学实验设计时，小学科学教师应深究现实生活与教学主题的关联，将生活要素引入科学实

验中，激活科学实验，指引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寻求科学，培育学生用科学视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技

能。例如：教师在课堂上可组织学生对生活中的常见物品进行观察，做一系列的小实验，在糖水中加了

酵母后一段时间，会发生发酵，产出二氧化碳。这是酵母分解糖的结果，产生的是酒精和二氧化碳，通

过这类贴近生活的科学实验，巧妙地把科学知识转化为科学生活常识，不仅提升了学生学习科学课程的

热情，更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4.2. 科学课堂自主化，培养学生探究素养 

“绿色课堂”的本质是学生为主体，在科学教学中，科学实验的方式通过与学生相互交流，教师可

以设计一些生活实际相关的实验，让学生在实验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此外，教师也能指导学生进行

团队协作，一起研究实验成果和科学理念，以此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技巧和沟通技巧。教师还可以通过

组织科学展览、科学报告等活动，让学生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科学成果和发现，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表达

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对学生的激励和鼓励，让他们感受到科学探究的乐趣和成就感。例

如，在“食物在口腔的变化”这一课中先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想法，将食物在人体消化器官中运行的过程

画在轮廓图中再让学生将自己的想法与科学家绘制的轮廓图进行对比看看那些是合理的，然后再指导学

生分小组用透明塑料管和小馒头开展模拟食道工具的实验，实验后进行小组汇报总结认识掌握人体的消

化器官及其功能。 

4.3. 科学课堂合作化，培养学生创新素养 

互动是构建绿色课堂的手段。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创新意识。在实验过程中，鼓励学生敢于挑战权威，

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对于学生提出的创新性观点，教师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激发学生的

自信心和创造力。同时，教师还要教育学生学会批判性思维，对待不同观点要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善于从中发现新的问题和启示。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实践成果。在实验结束后，要求学生撰写实验报告，

总结实验过程和结果。教师需借组织学生展示个人成绩的方式，让他们有机会向同伴及教育者展现自我

努力的果实，这样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成就感与自我满意感。例如，在固体、液体和气体一课中组织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通过摸一摸、捏一捏、看一看等观察方法来研究讨论三种形态的物质，并且相互比较，做

好小组记录，随后小组进行汇报，教师总结点评。作为教师，我们必须不断打造具有合作互动的生态教

学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学生的未来路途中，建立坚实的基石。 

4.4. 科学课堂实践化，培养学生责任素养 

绿色课堂以科学实验了解科学现象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和好奇心，还可以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通过将科学实验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学生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科

学原理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例如，在垃圾分类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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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同类型垃圾的特点和处理方法。学生可以通过制作手抄报、海报等形式，将所学知识进行整理和展

示，从而提高自己的学习效果。同时，安排学生们参与跟环保有关的志愿服务，也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

实践机会。在这些活动中，学生可以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4.5. 科学课堂情感化，培养学生人文素养 

绿色教学趋向于洋溢“爱”的教学气氛，对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使教师教学更为

顺畅，学生的学习也能得到自由。相比之下，传统的教学方法过于严重和缺乏弹性，只重视科学知识的

传递，却漠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多元能力的塑造。逆向而行的绿色教学，优先考虑创建生动、富趣味

性和平等的教学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教育。在绿色教学中，教师需要真

挚打动学生，并激发他们的共识。对于简单无邪的小学生而言，他们非常善于识别并评价教师的真心。

所以教师需要了解学生的性格特点，在课前用心备课。例如，小学生性格活泼，热爱科学实验，所以在

课堂就十分重视实验的培养，每节课要基本会保证孩子们有实验可做，有实验记录单可记，这会让他们

期待，认真，并觉得学有所得。基于此，教师可以在平时给学生带来更多的关心和爱护，让他们从心里

对老师产生认可和爱戴，利用人文情怀对学生进行心灵上的洗礼，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5. 结语 

在营建小学科学“绿色课堂”的过程中，运用核心素养的培育观念，不仅能够唤起学生对科学知识

的热爱，也可以让教学寓于娱乐，在相互的科学试验中达到学生的整体发展，推进学生身心健康的进步。

“绿色课堂”是如今比较认可的教学模式，在“绿色课堂”中教师能最大程度发挥人文教育的作用，让

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形成健康的心理品质，并让他们在民主、自由的教学中培养出完善的人格。教

师在科学的绿色课堂中助力学生培养对科学知识的探索精神，通过有力的教学指导，使学生对科学知识

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应用，进而推动学生的核心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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