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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核心素养是当前教育改革的热点，强
调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培养。

生活化教学是一种将知识与生活实践
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

小学科学是学生接触科学知识的初级
阶段，对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具有重
要作用。

基于核心素养下小学科学知识生活化
教学的实践研究，对于推动小学科学
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实
践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和意义



探讨核心素养下小学科学知识生

活化教学的实践策略，分析其对

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

研究目的

如何有效地将核心素养融入小学

科学教学中？生活化教学策略如

何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实践能

力？

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和问题



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课堂观察

等方法进行研究。

选择某地区几所小学作为研究对象，

对小学科学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和观

察。

研究方法和范围

研究范围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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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与小学科学教育



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

核心素养包括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等方面，注重学生的知识、能力、情
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全面发展。

核心素养的培养需要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

核心素养的概念和内涵



    

小学科学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小学科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

学素质，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等方面。

小学科学教育的任务是引导学生通过

观察、实验、探究等方式，了解自然

现象和科学原理，培养学生的科学探

究能力和创新精神。

小学科学教育还需要注重科学与社会、

科学与生活、科学与技术的联系，让

学生了解科学的应用和价值。



核心素养的培养可以促进小学科学教育
的深入开展，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和综
合能力。同时，小学科学教育也可以为
核心素养的培养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

知识基础。

核心素养是小学科学教育的重要目标之
一，小学科学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

小学科学教育可以通过探究式学习、合
作学习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自主发展、
合作参与和创新实践等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与小学科学教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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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生活化教学是指将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通过创设

生活情境、引入生活案例等方式，让学生在熟悉的生活场景

中学习和掌握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际应用能力。

概念

生活化教学具有情境性、实践性、探究性和开放性等特点。

它强调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出发，将抽象的科学知识转化为具

体的生活实例，让学生在实践中探究、发现和解决问题。

特点

生活化教学的概念和特点



将科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相联系，
选择与学生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
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熟悉的生活
场景中学习和掌握科学知识。

教学内容生活化
采用情境模拟、角色扮演、实践操
作等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参与中学
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教学方式生活化

注重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问题解
决能力，采用表现性评价、作品展
示等评价方式，全面评价学生的学
习成果。

教学评价生活化

生活化教学在小学科学教育中的应用



生活化教学的实施策略和方法

创设生活情境

拓展学习资源

引导实践探究

强化知识应用

通过模拟生活场景、引入生活案

例等方式，创设与教学内容相关

的生活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

习和掌握知识。

通过实践操作、实验探究等方式，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活动，让

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

通过设计实际问题、开展社会实

践活动等方式，强化学生对知识

的应用意识，提高学生的实际应

用能力。

利用互联网、科技馆等社会资源，

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和知识面，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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