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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背景与目的

PART



小学科学课程在部分学校未得到足够重视，课程

安排和教学质量有待提高。

重视程度不足

小学科学教材部分内容陈旧，无法满足现代科学

技术发展的需求。

教材更新滞后

传统的教学方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缺乏

实验和实践环节。

教学方法单一

当前小学科学教育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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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需要不断更新科学知识，提高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

提升专业素养

教师需要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如多媒体教学、在线教学等，

以提高教学效果。

掌握现代教育技术

教师需要具备创新意识和能力，能够开展探究性学习和项

目式学习等新型教学模式。

增强创新意识

教师培训需求分析



培训目标与期望成果

通过培训，提高小学科学教师的

教学质量和水平，使学生能够更

好地掌握科学知识和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

培养教师掌握现代教育理念和教

学方法，推广探究式、启发式等

先进的教学理念。

推广先进教学理念

加强教师的实验和实践能力，培

养教师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以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科学探究

。

增强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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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体系梳理

PART



物质与能量
掌握物质的基本组成、性质、变

化规律以及与能量的关系。

力学与运动
了解牛顿运动定律，掌握力与运

动的关系，以及简单的机械原理

。

声光电热
理解声音、光学、电磁学及热学

的基本原理及现象。

现代物理基础
初步了解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现

代物理的基础知识。

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概览



生命科学领域重点内容

细胞与生物体

掌握细胞的结构与功能，了解生物体

的组成、分类及演化。

遗传与变异

理解遗传的基本规律，掌握基因、

DNA和遗传信息的关系。

生物技术与工程

了解现代生物技术的原理及应用，如

基因工程、发酵工程等。

生态与环境

掌握生态系统的基本原理，了解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掌握大气层的作用，了解天气变化及气候形成的原理。

天气与气候

了解宇宙的起源、结构、演化及星系、恒星等天体知识。

天文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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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地球的内部结构、地壳运动及地震、火山等地质现象。

地球的结构与运动

认识地球资源、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培养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地球科学与社会

地球与宇宙科学核心知识



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科学问题，如数据分

析、模型建立等。

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掌握科技在

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关注科学伦理、科技政策等社会问题，

培养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挖掘科学与艺术的内在联系，培养创新

思维和审美能力。

跨学科知识整合策略

科学与数学 科学与技术

科学与社会 科学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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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与技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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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式教学法在科学课堂应用

以学生为主体，强调主动探索和发现，注重

培养解决问题能力。

探究式教学法原则

提出问题、进行假设、设计实验、实验操作、

得出结论和进行反思。

探究式教学法实施步骤

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教学水平和课堂掌控能

力，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和学习技

能。

探究式教学法挑战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培

养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探究式教学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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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设计能力
制定实验计划、准备实验材料、设计

实验步骤、预测实验结果和分析实验

数据。

实验操作能力评估
通过实验操作考试、实验报告和口头

汇报等方式评估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

实验操作能力训练
熟练掌握基本实验技能，如测量、混

合、加热等，以及正确使用实验器材

和安全操作规范。

实验教学设计原则
实验内容符合科学原理，实验方法简

单可行，实验结果易于观察和分析。

实验教学设计与操作能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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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网络资源、数字化图书馆和

在线课程等丰富科学教学资源，

拓宽学生知识视野。

信息技术在科学教育中创新运用

信息技术资源

教师需要不断更新信息技术知识，

提高信息素养和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

信息技术挑战

通过多媒体展示、互动式问答和

在线讨论等方式，提高课堂互动

性和学生参与度。

信息技术应用案例

利用计算机模拟、在线实验室、

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辅助科学教

学。

信息技术工具



多元评价原则
评价内容多元化，包括知识、技能、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评价方式

多样化，包括笔试、口试、实验、项

目等多种方式。

多元评价实践策略
注重过程评价，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的表现和进步；采用同伴评价和自

我评价等方式，鼓励学生参与评价过

程；及时反馈评价结果，帮助学生发

现不足并制定改进措施。

多元评价体系建设
建立科学、全面的评价体系，包括课

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实验操作、

项目成果等多个方面。

多元评价挑战
教师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评

价设计和实施；学生需要适应多样化

的评价方式并认真对待每一次评价。

多元评价体系建设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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