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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是信息化2.0阶段，国家教育部提出教学方式变革行动，推进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信息技术与小学

科学教学深度融合是目前的研究热点。本文首先对小学科学课堂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其存在的问题，

介绍了信息技术融合教学理论基础，通过将信息技术融入小学科学教学以解决问题，同时说明二者结合

的意义与注意事项，并针对如何将信息技术融入小学科学课堂提出策略以及两者有效融合的实践效果。

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融合，优化教学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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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tage is characterized by informatization 2.0.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proposed 
a reform in teaching methods to advance the digitalization and empowerment of basic educatio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rimary school science teaching is currently a 
key area of research. This paper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primary school 
science classrooms, identifies existing issues,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tegrated 
teaching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dresses these issu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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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technology into primary school science teaching,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and considerations 
involved in this combination,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primary school science classrooms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effects resulting from their effective in-
tegr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primary school science teaching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have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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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坚持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理念，整合数字化教

育资源[1]。我国教育信息化从 1.0 阶段发展到 2.0 阶段，在硬件、软件阶段有所提升，而在教学融合方面

提升尚不显著[2]。《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提到：教学方式变革行动、加强科学类学科

教学、持续深入开展科普教育、推进数字化赋能教学质量提升，充分利用数字化赋能基础教育[3]。为了

促进信息技术融合教学，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对信息融合教学策略进行研究，通过 TPACK 模式将信息

技术与教学分层整合[4]。在这个数字时代，国外也在跟随时代潮流、与时俱进，通过整合技术优化学习，

例如伊斯兰学校教授关键技能和信息素养[5]，以及韩国实施的未来信息技术融合课程对准教师教学技能

的影响[6]。教育在信息技术的影响下衍生出了新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师作为学生发展的引导者、

帮助者，需要做好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课程内容的融合，促进学生的全方面发展，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本文就小学科学教学与信息技术的融合进行探究，以期为小学科学的发展略尽一点薄力。 

2. 小学科学教学现状及问题分析 

2.1. 教师教学方式缺乏创新 

通过查阅文献研究小学科学教学现状，以及通过教育实习旁听与研究，本人发现以下现象：校内科学

课程的学习主要是知识讲授课[7]，实验探究课学生接触较少，科普活动课以及科普讲座的举行频率正常。 
知识传授课使用的主要教学方法——讲授法，课堂主要以教师讲授科学知识为主，穿插着多媒体课

件的播放，教师采用口头语言讲解知识点，穿插着肢体动作，以及和学生的眼神交流。学生只是被动地

听讲，囫囵吞枣似的接受知识灌输入头脑中，缺乏动手思考与动手操作的机会。 
讲授法固然是教师传授知识的不可或缺的主要方式，但长期以往的使用该方法，学生会感到枯燥，

失去了学习知识的兴趣。目前我们深处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冲击了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学方式应

该与时俱进，适应学生的发展。目前迫切需要改革教学方式，最新的国家政策中提出变革教学方式，推

进数字化赋能教学，推进信息技术融合教学，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高质量

的创新人才。 

2.2. 教师师资配备情况欠缺 

小学科学教师主要是年轻教师与中老年教师，从专业角度来看，部分老师所学专业，并非是正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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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科学专业，大多是后来从事科学教师职业时在职学习的[8]。年轻教师缺乏经验，教学风格单一，正处

于教师专业发展成长期，需要与学生彼此磨合，观摩学习其他专业教师的授课，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

因此教师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教师可以在网上学习全国各地甚至外国其他国家

的名师公开课，相互借鉴，取他人的长处，补自身的短处。 
同时我国开设科学教育专业硕士点的学校，数目偏少，开设科学教育专业博士点的学校寥寥无几，

培养的新型专业对口教师较少，学校科学教师的招聘较少。当前国家大力提倡科教兴国，做科学教育的

加法，增加并建设培养中小学科学教师的师范类专业[9]。 

2.3. 学生缺乏实践训练 

关于实验探究课，部分学校缺少专门配置的标准化实验室，部分学校虽然配有实验室，但实验室却

形同虚设[10]。关于小学科学中的实验内容，通常以“教师讲解实验”取代了“学生做实验”，剥夺了学

生亲自动手实验探究的机会，磨灭了学生学习科学知识的兴趣与热情，不能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能力，

不符合小学科学标准所倡导的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达不到国家所需的人才标准。 
相反国外的科学课程，非常注重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与动脑思考能力，注重学生的体验。例如越南

提高普通学校 STEM 教学质量的解决方案[11]，韩国将 STEM 教育作为一项政策的推出[12]，以及其他国

家研究探究式教学形式与学习成果的关系[13]。 

3. 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融合理论基础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是以 TPACK 框架理论的发展为基础的，该理论以清晰的层次递进指导

教学融合。1986 年美国舒尔曼提出由学科知识(CK)、教学法知识(PK)和学科教学知识(PCK)三部分组成

教师知识结构体系。2005 年科勒和米什拉在 PCK 框架基础上加入“技术”要素，正式提出信息技术与

学科教学知识深度融合的整合技术学科教学知识框架(TPACK) [14]。TPACK 框架理论为信息技术学科与

学科教学的整合提供了范式[15]。 
在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何克抗提出的“4 + 2”信息化教学创新理论中提到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

整合理论，是支撑中小学各个学科教学深化改革的重要理论，能够实现中小学各学科教育质量的显著提

升[16]。 

4. 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融合的意义 

4.1. 优化教学手段 

通过信息技术，优化教学手段。信息技术是把声音、光、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文字、图片和视

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得到了极大的优化，从而使科学课堂充满了生机。

传统的教学设备如黑板、粉笔等与希沃白板、投影仪等信息化设备相结合，从只有教师的语言讲解到多

媒体设备展示与教师语言讲解穿插进行，信息技术的发展将课堂的教学活动变得更加吸引学生的目光，

教学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4.2.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将信息技术融入到课堂教学可以调动学生的兴趣，为营造高效率的课堂打下良好的基础。处于小学

阶段的学生注意力不强，容易分神，专注力偏差，容易导致学生的课堂听课效果不好，进而导致教学效

果不好。而在教学环节运用信息技术的方法，动静结合展示多媒体课件内容，使学生的注意力跟随老师

的教学，学习效果与教学效果也会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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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响应“双减”实现减负 

目前学生学习压力大，作业重复无意义且繁多，学生的兴趣不能得到培养，国家提出“双减”政策，

保证学生的身心发展[17]。信息技术融合教学体现在课后延时服务中，学生学习乐高搭建、图形化编程等

兴趣课程，以及学校的开展科普活动课、科普实验课，培养学生的兴趣，促进学生的多方面发展。 

5. 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融合应注意的事项 

5.1. 避免信息技术依赖 

目前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融合是一种趋势，但也出现了一些与预想效果相悖的现象。教师盲目的将

信息技术应用在课堂教学中，课件制作的精美、炫酷，忽略了内容的适配，课件效果使学生应接不暇，新奇

不已，忽视了知识的学习。因此教师在将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融合时，要注意“适时、适度”的原则[18]，
并且课前要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课中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方式导入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自

然而然的使用信息技术手段。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可以助力教育，不能替代教育，教师仍然是课堂的主导。

二者融合可以相辅相成，促进教师的教学，促进学生的学习，使小学科学与信息技术融合达到双赢的效果。 

5.2. 忽视情感价值观培养 

教育是育人的职业，不仅要传授知识与技能，还要培养学生的情感价值观。学生是活生生的人，是

有情感需求的人，教书育人少不了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交流。信息技术融入教学即带来了优势，同时也存

在一些不足。科学课程标准中提到培养学生的态度责任，有了情感学生才会有责任感。科学课本中存在

着许多无私奉献的科学家们，他们身上的精神值得学生学习，通过教师的培养，学生建立起情感价值观。

信息技术拉近了师生与科技之间的距离，但却拉远了师生间的距离。师生间的情感交流被冷冰冰的机器

隔开，缺乏了课堂该具有的人情味，长此以往，不利于学生健全的情感价值观的形成[19]。 

6. 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的融合策略 

在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科学教学的过程中，要根据理论基础进行合理的设计与调整，要结合实际的教

学需求，把握好教学的进展，适时地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科学教学中去。 

6.1. 利用信息技术创设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一节课的课堂导入环节，一般情况下是教师根据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及课程内容选择选择合适的、

切合学生生活实际的内容导入，或者是通过讲述科学史或者故事导入。然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

老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变化，以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导入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在网络上搜集相关课程的教学资源，通过观看图片、播放视频等手段，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自然而然地引出本节课的课程内容，为学生创设别开生面的学习情境[20]。把学生平时接触不到

的东西展现出来，刺激学生的感官，提高学习兴趣，进而学习科学知识。在创设教学情境时，要遵循教

育性原则与教育公平，情境要符合学生的生活，要让所有的学生都参与其中，让每个学生都获得体验。 
例如，在教学《火山喷发》课时，借助多媒体信息技术，给学生播放了火山喷发的视频，引导学生

观看火山喷发的现象，思考火山喷发的成因以及带来的影响。通过观看火山喷发的视频，直观形象，自

然而然地新课课堂导入，而且激发了学生对火山喷发成因探索的兴趣，开启了火山喷发课程的学习。 

6.2. 利用信息技术，激发学生对实验的探究欲望 

小学科学课程以实验为中心，但由于缺少仪器设备、实验存在难度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有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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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并不能进行。或者部分科学知识晦涩难懂，学生学习感到抽象无力。我们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发

挥其优势，让学生通过观看实验视频，或者通过虚拟实验室进行模拟实验，让隐性现象变得显性直观，

从微观抽象变得宏观具体，帮助学生理解知识。 
在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学生可以接触到海量的实验视频资源，学生可以根据兴趣挑选感兴趣的实

验视频进行学习与探究，促进学生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对实验进行创意改造。它可以将当前阶段的学

生们的好奇热情给激发出来，让学生完全参与到科学实验中去，亲自动手探究，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

锻炼动手动脑能力，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 
例如《植物的花》课中，课前教师可以布置作业，每个同学课下准备一朵花，进行植物的花解剖实

验。课中教师先讲解植物的花解剖需要使用的实验器具、解剖要求与解剖注意事项，讲解实验器具的使

用方法，出示花的模型，边解剖边讲解花的构造与解剖方法。学生通过观看教师的解剖，获得直观的感

官刺激，同时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搜集相关的解剖视频，播放视频，边看实验操作边听解剖流程，再次加

深学生的印象，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鼓励学生勇敢大胆尝试实验操作解剖花。最后将个人解剖结果投

影出来，大家相互沟通交流、互相学习。课后可以布置相关的作业，搜集解剖作品，尝试解剖其他种类

的花，复习巩固知识点，作业布置符合“双减”的要求。 

6.3. 运用信息技术，攻克学习重点 

科学学科知识中不免存在一些抽象的知识，学生难以理解抽象的知识。关于抽象的知识，如不借用

一些技术手段将抽象的知识形象直观的展示，只凭借教师的语言讲解与肢体动作，学生不能完全的理解，

不能建立知识图式。运用信息技术，将抽象难懂的知识通过图片、视频或者动画直观的展示给学生，配

合教师的讲解、有条理的梳理，帮助学生攻克学习过程的重难点。 
每节新授课都设有一个小结环节，常规的课堂小结一般是以教师的总结梳理为主，可以借助信息技

术，展示知识脉络图，或者是思维导图，帮助学生建立知识结构图。教师还可以分小组总结本节内容，

最后借助投影仪展示每个小组的成果，集体讨论交流，以增强学生的直观感知，使知识总结条理更加清

晰，提高课堂总结的效果，帮助学生掌握重难点知识。促进学生的合作交流、互帮互助[21]。 
例如在学习《物体的形态》这一单元时，学生对固体、液体、气体时，关于气体的认识与理解，会

感觉到比较抽象，教师借助信息技术，播放相关的视频，帮助学生构建相关科学概念。 

6.4. 通过信息技术，拓宽教学反馈渠道 

老师要善于搜集来自学生方面的反馈，对自己的授课方式、授课内容进行适当地调整，从而提高教

学质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衍生了一批班级管理应用软件，实现了建设在应用软件的云课堂。在软

件上可以设置学习任务，布置习题，学习拓展课程，设置相应的积分，获得学生的学习进度、学习状态，

多方面的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信息技术拓宽了教学反馈渠道，比如班级群的设立，方便教师与学生家

长沟通交流学生的近况，拉近了教师与学生家长的距离。还可以通过小程序或者其他软件收集学生的作

业，并在线上进行批改，作业提交的格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拍照图片上传，也可以上传语音等等。利

用信息技术的优势，跟随“双减”的政策，设计少而精的作业。 

7. 信息技术与教学有效融合的实践效果 

7.1. 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身处在信息时代，教师获取专业发展的方式更加简单方便。比如国家建设的中小学智慧平台，教师

可以观摩其他优秀教师的公开课，学习授课经验，教师不断寻求自身发展，能促进自身能力的提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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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加持下，教师的教学方式发生了改变，利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教学内容，教师掌握了一门

信息技能，能够熟练剪辑视频，完善课件教学内容，熟练运用各种应用软件[22]。教师自身能力的提升，

有助于更好地培养学生，促进学生的发展。这与国家提倡的增强教师的信息素质，构建学习型社会不

谋而合。 

7.2.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能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适应学生的多种学习需求，提高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有利于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与学习方法[23]。例如，可以根据课程内容设置翻转课堂[24]，课前

学生借助网络技术自主学习相关内容，课中由学生讲解知识，教师与其他学生评分，教师补充欠缺的知

识内容，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理解能力。此种做法符合国家提倡的发挥学生的

主体性，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课堂结构转型，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培养多方面发展的创新

型人才[25]。 

8. 结语 

总而言之，在教育信息化和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下，积极响应国家教育部的政策，推进数字化赋能

基础教育，促进教学方式变革，提升小学生的科学素养与信息素养，信息技术与小学科学教学的融合已

经成为一种必然。为此身为教育变革的推动者，小学科学教师必须跟上课程改革的步伐，提高信息素质

与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恰当地运用信息技术，在教学中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建设一个高效的课堂，

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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