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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激发小学生探究自然和学习科学的兴趣，小学科学教师要充分挖掘与合理利用小学科学教育资源，增

加小学科学课堂的多样性和趣味性，促进小学科学教育的发展。从湛江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特色动植

物、现代工程技术、高等学校与科技场馆等方面出发，挖掘可用于小学科学的教育资源，将具有特色的

科学教育资源与小学科学教育内容相结合，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动手实践，体验科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的

联系，培养和提升小学生的科学素养、创新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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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imulate pupils’ interest in exploring nature and learning science, science teach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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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schools should fully tap and reasonably use science education resources in primary 
schools, increase the diversity and interest of science classes in primary school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Starting from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en-
vironment, distinctive animals and plants, moder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enues in Zhanjiang, we will explore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at 
can be used for primary school science, combine distinctive scientific education resources with 
primary school science education content, guide students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independently, 
experienc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real life, and cultivate and improv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innovative spirit and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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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学科学教育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能够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和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

综合实践能力。而在小学科学教学中，让学生在观察、探究和制作中，主动参与、积极体验，激发学生

学习科学的内在动机，为学生提供走向自然和社会的时间和空间，实现学生对核心概念的深度理解和灵

活应用。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需要合理开发与利用科学教育资源，并灵活地与课程内容相结合，运用到

科学教育教学活动中。 

2. 小学科学教育资源利用的现状 

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国家越来越重视科学教育，科普事业得到稳步发展，科学教育资源

层出不穷，然而对科学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尚存在较多问题，没能很好地运用到小学科学教育的实际

教学中。 

2.1.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教育相关部门当前对于小学科学课程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小学科学教师在开发和研究科学课程时，

经常会碰到经费不足难以开展科学活动的问题，而且经费不足也会直接导致教学设备不足，无法及时根

据实际情况对教学设施进行更换和增加，也无法对教学资源进行全面开发，难以满足小学科学教学相应

的需求，直接影响了科学课的教学质量[1]。 

2.2. 学校资源利用率低 

学校科学教育资源的利用率相对较低，且实际应用效果不明显。就湛江地区而言，虽然大部分的市

区小学都建设了科学实验室，但是其利用率非常低，更没有教师对科学实验室进行统一管理，科学的实

验器材也非常欠缺。这些所谓的科学实验室就相当于一间空的多媒体教室，难以达到科学实验室本应该

发挥的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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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科学专业教师欠缺 

学校里的科学教师大部分都是由语文、数学等其他学科的教师兼任，他们没有受过专门的学科教育

培训，且受到传统教育教学模式的影响，对科学教育资源的认识也存在偏差，在实际教学中对科学资源

的掌握较为死板，总会被有形无形地限制于教科书和教师教学用书上，严重地忽视了对其它科学教育资

源的开发与利用[2]。 

2.4. 教育资源开发受限 

虽然有些小学科学教师能够充分利用其它教育资源开展教学活动，但是大部分科学教师对于科学教

育资源的利用仅仅局限于校内资源，如科学实验室、图书馆、种植园等，但却很少将校外资源运用到科

学教育教学中，限制了科学教育教学的模式，难以提高小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因此，要充分开发与利用校外科学教育资源，将其与课程内容相结合，促进小学科学教育课程目标

的实现。 

3. 小学科学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原则 

教育资源的开发，就是探寻一切可能进入课程，能够与教育教学活动联系起来的可供开发的资源。

教育资源的利用是指充分挖掘现有资源的教育价值。由此可见，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紧密联系的，

开发是利用的前提与基础，利用是开发的目的与结果，开发过程包含着一定的利用，而利用过程也会促

进进一步的开发[3]。小学科学教育资源丰富多彩，其开发与利用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极大限度地促

进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全面发展。 

3.1. 适应性原则 

小学科学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需要适应学生学习思维的发展水平与探究能力，围绕小学科学的

学习主题，以学生现有的年龄特征、身心发展水平和知识基础为前提，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学习科学

的积极性。除此之外，还需要适应各个地区、学校的实际情况，适应不同的科学教师的知识经验背景与

特长。 

3.2. 生活化原则 

教育家陶行知认为：生活即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小学科学教育注重教学与生活的联系，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小学科学教育资源要尽可能地在实际生活中取材，突破课本教材内容对学生思维意识的

限制，不局限于具体知识，而是从生活实践的角度进行探究，将抽象化的知识内容具象的进行体现[4]。 

3.3. 针对性原则 

小学科学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有针对性，对于不同的授课对象、不同的授课内容，要有针对性

地根据实际情况利用科学教育资源，注意突出小学生的心理年龄特点，有选择地开发科学教育资源。 

3.4. 开放性原则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校内的还是校外的、社区的还是家庭的教育资源，只要是符合新课程标

准要求的，可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的教育资源，就都应努力地开发与利用。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

开发与利用有益于教育教学活动的一切可能的资源，探索多种途径或方法，不能局限于某一种或几种途

径或方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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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体验性原则 

小学科学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有利于加深学生的学习体验，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要强调以学

生为中心的开放式学习模式，拓展学生的学习探究时间和空间，以获得对科学探究的真切体验，促进学

生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更好地掌握科学知识与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科学态度，提高科学素养和综合能

力。 

3.6. 综合性原则 

小学科学是一门综合物质、生命、地球、宇宙、空间等领域的科学知识的综合性课程，各个领域之

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6]。小学科学新课程标准的课程目标是多方面的，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综合

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等多方面的目标要求，使教育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小学生科学素

养和综合能力的提高。 

4. 湛江地区小学科学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湛江地区可开发的科学教育资源非常丰富，对这些科学教育资源进行研究并加以开发与利用，不仅

要针对小学生的年龄特点，从小学科学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更要结合各地区、各学校的实际条件，探

寻一切有可能进入小学科学教学的、能够与小学科学教育教学活动联系起来的资源，并充分挖掘这些资

源的科学教育教学价值，以激发学生热爱科学、探索科学的热情，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促进学生自主

地学习，进而促进科学课程目标的实现[7]。 

4.1. 从地理环境方面开发科学教育资源 

湛江地区位于广东沿海地区，三面环海，陆地大部分由半岛和岛屿组成，多为平原和丘陵，属于热

带季风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且受海洋气候的影响，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湛江以奇特的火山景观闻

名，火山遗迹遍布雷州半岛，其中，湖光岩有罕见的玛珥火山遗迹，其环湖也有许多火山痕迹，湖光岩

的雷琼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内展示了各种世界火山奇观。火山喷发给雷州半岛带来了丰富的矿物质，还

有火山岩风化成肥沃的砖红壤，是雷州半岛最主要的土壤类型。湛江地区的土壤类型复杂，既有热带土

壤的基本类型，也有滨海土壤的基本类型，如砖红壤、赤红壤、滨海沙土、滨海盐土等[8]。湛江还拥有

最具有特色的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土壤含大量的有机质，兼具陆地生态和海洋生态特性，具有科研、

科普等意义。对湛江地区的地理环境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带领学生实地考察火山遗迹、岩石、土壤，

不仅能让学生亲近自然，开阔视野，而且能增强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树立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 
以湖光岩风景区为例，探讨如何对火山遗迹教育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并将其运用到小学科学教育

中，为学生提供观察和认识地理事物的学习过程，增加学生对地理知识的学习兴趣，加强实地考察的科

学探究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概括思维。 
湖光岩风景区是一个以玛珥火山地质地貌为主体，兼有海岸地貌、构造地质地貌等多种地质遗址，

自然生态良好的公园[9]。景区内的雷琼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火山壁画、火山地质遗迹、第四纪断层遗

迹等，都可作为学习火山地质地貌及成因等地理知识的教育基地。在五年级的《地球表面的变化》单元

中，学习了我国的地形地貌特点和火山喷发的成因，但由于各种教学条件欠缺，在课堂上最直观的方式

也只能是图像，而湖光岩的雷琼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和随处可见的火山遗迹都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火山的

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拓展。雷琼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的一楼展示了雷琼火山的知识和世界火山奇观，可邀

请工作人员为学生讲解火山的常识，了解火山可以分为活火山和死火山，以及火山在世界的分布规律；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5158


廖峻 等 
 

 

DOI: 10.12677/ces.2023.115158 1022 创新教育研究 
 

二楼有影视厅和世界地质科普教育展厅，可带领学生观看影视和世界地质科普展厅，了解湖光岩的形成

时间、形成过程和火山地质地貌，学习更多有关火山喷发的地理知识。除此之外，在环湖的岩壁上也有

许多火山活动的痕迹，这些自然形成的火山遗迹有利于学生学习火山喷发的相关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亲身体验科学知识，激发学生对《火山喷发的成因和作用》这节课的学习和探究，并为学生提供了

观察和认识火山的探索场所，加深学生对火山喷发过程的理解。 

4.2. 从特色动植物方面开发科学教育资源 

湛江地区处于北回归线以南的低纬地区，阳光充足，降雨量丰富，适宜各种热带植物的生长，也为

动物的繁衍提供了舒适的生存环境。湛江地区的植物资源丰富，天然林种类丰富，其中不乏有比较名贵

的树种，如樟木、土层香、箭毒木等，也有着我国最大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有着多种红树林和半红树

林树种。湛江地区三面环海，有着各种独特的海洋生物，如海蜇、鱿鱼、八爪鱼、生蚝、海葵等，也有

着各种野生动物，如鳖、水獭、穿山甲、猫头鹰等[10]。利用湛江的特色动植物开发科学教育资源，将其

开发成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激发学生对学习动植物知识的兴趣，培养学生敏于观察、勤于思考的探究实

践精神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开发“走进红树林”为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例，带领学生走进我国最大的红树林自然保护

区——廉江高桥红树林保护区，实地考察红树林的生长环境，了解红树林的种类和形态，探究红树林的

特性和红树林保护区的分布特点，以及红树林的作用和生态价值，探讨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培养学生

热爱大自然、保护环境的美好品质。 
高桥红树林自然景观和生物种类丰富，而且建设有科普教育室、瞭望塔等设施，有利于中小学开展

科学教育活动。走进红树林栈道，了解红树林的文化和独特之处，通过参观红树林，亲眼所见红树林并

非红色，而是绿色，让学生真正理解树木的名称与其特征的联系并不是必要的，平时要避免望文生义。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红树林的生长环境和分布情况，了解到红树林主要生长于陆地与海洋交界带的滩

涂浅滩，其根系发达，能在海水中生长，一般分布于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的潮间带[11]。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观察红树林的结构和叶子，观察到红树林的树干呈黑褐色，叶片呈革质，且叶表皮油光闪亮，了解到

这种结构是为了将强烈的阳光进行反射，能有效地抵御干旱的环境；可以引导学生观察红树林的品种及

整体形态特点，如红海榄的叶背面长有短而密的茸毛，了解到它们可以避免让海水进入到气孔的内部，

以适应潮水的浸淹；也能与《观察叶》这一节课相结合，让学生比较不同树的叶子，绘制出各种形状的

叶子，还可以制作红树林叶子画，以及探究利用红树林的叶子是否也可以制作叶脉书签等活动。教师还

可以带领学生登上瞭望塔，方圆内的风景一览无遗，在感受大自然的同时，引导学生分析红树林实际的

环境问题，探讨为何要建立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借此了解红树林的生态价值，如稳固滩涂泥土，保护堤

岸、滨海良田和村庄，抵抗海啸、风暴潮和洪水的冲击等，进而了解海陆边缘的生态系统。 

4.3. 从现代工程技术发展方面开发科学教育资源 

湛江的工业、农业、畜牧业等持续稳定发展，从根本上看是由于现代工业技术、现代农业技术、园

林工程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促进了各种现代技术企业的出现，如东海岛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中

科炼化有限公司、巴斯夫精细化工一体化基地等工业技术企业，运用现代工业技术开展技术密集的经济

实体，以及广东美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南吉农业有限公司等农业技术企业，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培

育具有良好经济效益的优良品种。对这些具有现代工程技术的企业进行开发科学教育资源，有利于让学

生亲身体验，了解现代工程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告诉学生，技术的创新是一个很难而曲折的过程，

有时一个产品往往要经历漫长的进化过程，需要不断更新换代，也有利于让学生理解每一项技术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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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运用多个学科、多方面的知识，从中发现工程设计方法，学会运用科学探究方法解决日常生活的问

题，提高学生的技术与工程设计思维和动手动脑能力[12]。 
以开发“我想为植物造个太阳”为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例，带领学生走进现代农业工程技术

企业，加强学校与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资源结合，让学生感受自然与科技的结合，认识现代农业工程技术，

学会对其进行思考与创新，利用常见的工具和材料，设计制作简单的装置，并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体验农业工程技术给生活带来的乐趣。 
广东美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以现代科技和物质装备为基础的现代化特色农业企业，现拥有广东湛

江美辰生态园、美辰火龙果研究院等。广东湛江的美辰生态园是目前全国较大的火龙果种植基地之一，

主要采用火龙果种苗雾化培育技术、仿太阳夜间催花补光技术、一体化灌溉系统等现代农业技术，提高

火龙果的质量和产量。教师带领学生走进火龙果基地，通过观察探究、实践体验、查阅资料、设计制作

等多种方式，探究火龙果的生长奥秘，了解各种现代农业育苗和种植技术，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对我们

生活的影响。以“我想为植物造个太阳”为主题规划的课程活动，先以生活中的种植经验引入，激发学

生思考植物的生长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思考如何大规模地种植各种农作物植物。接着，让学生查阅资

料，了解现代农业产业园，了解各种种植手段及其作用，从不同的角度了解现代农业技术的作用和意义。

同时，带领学生走进湛江美辰生态园，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各种现代火龙果种植技术和农业工程技术，并

邀请相关技术人员为学生讲解种植修剪技术和农业工程技术机器的原理、使用方式和对农作物种植的用

途。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依据仿太阳夜间催花补光技术的原理，在校园的农场内分组种植农作物，以及分

组制作植物补光灯，并对植物生长情况进行测试与实践。在制作植物补光灯的过程中，教师可启发学生

思考：不同的植物所需要夜间补光的强度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它们所适宜的补光强度是多少呢？对

于这些问题，倡导学生进行多角度分析，查阅资料，并思考如何控制植物补光灯的光照强度，更好地促

进植物的生长。这种实践有利于让学生运用工程设计手段进行创作，激发学生技术创造的想象力，培养

学生的工程思维与动手实践能力，参与构思、设计、制作、测试、优化等项目过程，体会技术发明、工

程设计的创造性与乐趣。 

4.4. 从高等学校与科技场馆方面开发科学教育资源 

湛江位于中国大陆南端，经济发展虽然比不上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但是教育资源却不甘落后，

拥有多所高等院校，是粤东西北地区中本科高校数量最多的地级市，有岭南师范学院、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医科大学、湛江科技学院、湛江中医学校等高等学校，也拥有许多科技场馆，如湛江科技馆、湛江

市青少年宫、湛江市博物馆、湛江市科学馆、湛江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等。对高等学校与科技场馆的教育

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加强院校结合、馆校结合，突破校内教育常见科学问题的思维定势，将理论知识

运用在具体的实际情境中，能根据事物的原理和特征提出具有合理性和新颖性的观点。教师可带领小学

生走进大学校园和科技场馆，进行实地参观，并与小学科学课程内容相结合，进行体验式、探究式的科

学教学，促进小学生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丰富学生的实践体验，提高小学科学教育教学效果[13]。 
以湛江中医学校的人体科学馆为例，将其与小学科学课程内容相结合，带领学生系统性的认识人体

器官，在头脑中形成较为完整的人体器官结构模型，弥补了原有认知中对于人体器官认识的空缺，为学

生建构概念奠定了良好的感性认识基础[14]。 
湛江中医学校的人体科学馆内有着人体的骨骼、器官等各种标本，可以很直观的了解人体的组织、

器官等。在四年级的《呼吸与消化》单元中，主要学习参与呼吸的器官、呼吸的过程、食物的营养与消

化过程，涉及到人体的呼吸器官与消化器官。虽然学生对人体的器官有所了解，但是不能准确说出这些

器官的具体位置和功能，也难以表述清楚具体的呼吸过程和消化过程。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体器官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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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里，不能直接地进行观察，造成学生对这些科学知识难以理解。然而人体科学馆里有各种人体器官

模型，可供学生直观地了解各器官的结构，进而理解它们的功能，更进一步理解呼吸过程与消化过程的

相关知识。学生在参观人体模型时，可引导学生运用比较、概括等科学思维，对人体轮廓进行简要记录。

学生可以一边参观人体器官模型，一边在自己的身体上比划，了解各器官在人体的具体位置，理解呼吸

过程与消化过程，形成较为完整的人体呼吸器官与消化器官的概念。在五年级的《健康生活》单元中，

主要学习了身体的协调运动，心脏、大脑等器官，以及如何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学会健康地生活等知

识。但是由于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人体结构的学习也是较为抽象的，而人体科学馆可以满足学生

更直观地学习身体的相关知识，比如组织学生观察认识骨、关节和肌肉的分布，讲解人体的运动系统；

利用模型讲解心脏、大脑的结构，介绍心脏、大脑在人体的位置；还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身体是一个和谐

统一的整体，当其中的一个系统出现问题时也会导致其他的系统出现问题，以及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身

体，学会如何健康地生活。 

5. 结语 

科学教育资源与小学科学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教育资源是小学科学教育教学的基础，也是提

升教学效果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对小学科学教育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有利于加强小学科学课程与教

育资源的结合，将科学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情境紧密联系起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探究精神，提高

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还能增强小学科学教师对科学教育资源进行开发与利用的意识，促进科学

教师的专业发展。从地理环境、特色动植物、现代工程技术、高等学校与科技场馆四个方面入手，为当

前湛江地区的校外科学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做了一些探索，提出了小学科学教育资源与课程内容相结

合的案例，为教学素材的拓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因此，我们要学会用科学辩证的思想和创新的理念

去开发、利用与优化科学教育资源，将其运用到小学科学教育的实际教学中，不断地探索与积累科学教

育教学案例，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与掌握科学知识，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与探究实践能力，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质与创造力，进而提高小学科学教育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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