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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小班化理念，浅谈小学科学学困生的转化策略
颜珠娣

（杭州高级中学启成学校，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科学学困生，是小学科学教学中客观存在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学生不爱学习科学，对知识的理解和消化有困难，同时在科

学学习中缺少上进心或者畏难心理，不愿参加科学实践探究活动。面对这些情况，教师需要调动各种方法，从教学、心理疏导等各方面

帮助学生获得转化的动力，最终提高小学科学学困生的科学能力及素养。在科学课堂学习和课外实践探究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多重策略，

可以让科学学困生获得多重动力，感悟到科学中的真善美，使科学的学习能力渐变，实现科学学习的有效化和自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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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困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在科学学习方面与基础

较好的学生相比存在差距，教师通过调整教学策略，改变教学方法，

用“初心”润化这部分学生，可以起到较好的效果。

有心理学家说：“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

加以赏识。”好与差只是相对而言，表扬和鼓励是他们不断进

步的催化剂。在小学科学教育教学中，主张用探索的眼光走进

儿童，走进儿童的心灵，更好促进儿童主动发现和思考，但是

总有一些儿童，表现出了一种不爱思考和不爱探究的性格倾向。

例如，在进行科学探究活动的时候，孩子不能很好表达自己的

困惑或者是不懂的地方，在进行动手实验的时候，也表现出其

弱点。针对这种现象，及时采用一定的策略，可以形成一定的

干预。

一、小学科学活动中学习有障碍的学生行为表征

科学学困生，在学习的过程表现为对学习的不热爱，对科学

学习态度的冷漠，对科学学习中的细节不关注。同时，在自我突

破障碍的过程中，没有诸多的冷静思考。

（一）不爱观察

小学科学学困生往往在注意力上有一定的缺陷，在科学实验

或者科学探究实践活动时表现出爱凑热闹，或者自己随意地看，

对教师创设的场景也是漫不经心，甚至对相应的科学仪器也是不

闻不问。

（二）不爱合作

小学科学的教材体系中，有很多的科学实验和实践探究活动，

都需要合作，常见的有小组合作和同伴互助等。通过合作，可以

使学生更快、更便捷地掌握相应的科学知识，形成自己的思考。

但是学有障碍的科学学困生往往不愿团队学习，他们更愿意自己

一个人默默进行探究，一个人摆弄材料，导致其无法享受与到团

队合作的乐趣。

（三）不爱表达

学有障碍的学困生在自己的科学活动中，通常还表现为不爱

表达。在进行科学活动的时候，他们不能独立进行一定的表达。

在诸多活动中，往往表现为不爱说，或者自言自语，表达一些自

己的想法、种种纳闷等，使他人感到非常费解。

二、小学科学学困生的转化原则

面对这个特殊群体，教师又该如何来转变这个现象呢？笔者

认为，教师需要从内心来亲近这些科学学困生，用科学学科的特

有魅力来影响这些孩子，并恪守以下原则来帮助他们获得进步。

（一）不放弃原则

面对科学学困生，教师要本着不放弃的原则，从心理寻找各

种养料，来帮助他们感悟到教师对自己的关注，并能在其中感受

到教师对自己的绵绵师爱，领悟到教师的良苦用心。教师对科学

学困生不放弃的原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感受到自己获得了特

有的爱。

（二）主体性原则

对于科学学困生，教师更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凸显孩子的主

体性原则，让孩子充分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尊重的、鲜活的个体，

可以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学习，使其在学习中也偶有“自由”。

（三）活动性原则

教材不是学生课堂学习的唯一材料。对于科学学困生，教师

要关注孩子活动的参与率，积极引导或陪同孩子参与到与之相适

的活动中，使其也偶有“存在感”。

（四）过程性原则

有研究表明，学生学习的动力来源主要有外在激励和内在激

励。对于科学学困生，教师更要关注其过程性学习，使其在过程

中能享受到积极体验，并愿意将体验再重复。

（五）创新性原则

对于科学学困生，教师更要认同“不单一”，能实时调整自

己的教学策略，多设局、多样式学习，使其在学习中不常孤立。

（六）科学性原则

对于科学学困生，教师更要基于教材、符合认知，逐渐深化

科学学习内容及方法，使其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将知识主动内化。

三、小班化理念下的小学科学学困生的转化策略

教师以身作则，从自身做起，融合各种沟通艺术和教学艺术，

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帮助小学科学学困生，并悄悄地改变这部

分群体的科学素养。

（一）培养交流能力，善于表达的转化——融“爱”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师应认真对照计划，

培养科学学困生的科学学习习惯，如继续加强学困生的能力培养，

继续强化其认真倾听的学习习惯。具体可以从四方面来培养科学

学困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即敢说、能说、会说、善说。敢说：鼓

励学困生大胆地说，创设情境让他畅所欲言，培养其说的勇气，

树立说的自信。能说：课堂上采用多种形式策略诱发学困生思考，

并鼓励其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会说：待学困生说出思路方法，

有不准确、不简练、不合条理的，给与指正、订正，订正后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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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复述。善说：采用同桌交流、小组交流等形式，使学困生乐于

表达，善于表达自己的思路想法。

（二）注重教学改革，以亲和力实现转化——融“法”

科学教师的课堂艺术，往往表现为自己在教学中流露出的一

种教学的吸引力，如善意的微笑、自然的幽默和和谐的亲近感，

这些都是比较浅显的课堂教学艺术。化解课堂难点，用心捕捉对

学困生的发现，找到解决课堂重难点的合适的路径，可以带给科

学学困生一种和谐愉快的学习氛围。这种课堂艺术可以让教学过

程获得舒展的教学默契，让学困生喜欢科学，喜欢自己去探索科

学的奥秘。

小学科学中除了教师应该有亲和力之外，在科学的集体思考

中，学困生也会感觉到相互解决科学难题的快乐，在解决科学问

题的过程中，感悟到科学学习中的亲和力所在。科学学习中可以

通过相互的合作，达到对科学的巧妙理解。

（三）合作选材有法，提高生活感的转化——融“巧”

科学活动中融入一定的生活参与，可以帮助学生形成一定的

生活化体验，更好感悟到科学中的生活痕迹，从而实现自己对生

活的观察及觉察能力的变化。

在科学活动中，教师除了指导学生要了解活动过程，更要留

心观察，要有自己的生活痕迹，从而让自己的生活中充满新的生

活积累。同伴间的生活经验的交融，会让学生有更多的思考和感

悟。因此，教师在生活化科学活动中要多留心观察，并且适时介入，

教师介入要按学生真实生活为原有的起点。

如科学活动《摩擦生电》中，学生通过观察探究活动，先直

接用塑料尺接触小纸屑，再用与手、头发、衣服摩擦后的塑料尺

去接触小纸屑，观察不同点，并联系自己平时在生活中看到的现象，

进行一定的描述，从而更好帮助自己理解这种“电”的存在。在

反复地观察和体验中不断进行思考，感悟到一种浓郁的生活踪迹，

学生会联想到自己“头发”竖起来了，自己的手被“电”了的感觉。

这样的游戏式体验活动，更能启迪学生来思考、察觉。

（四）启迪观察，提高趣味的转化——融“察”

只有用心观察，才能在学生科学活动中找到更好的介入点和

介入时机。在学生的科学活动中，教师更要及时发挥作用，调控

学困生的角色，要让其获得属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并形成自己的

思考和体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提高学困生的生活角色感悟能力，

使其能感受到自己在科学活动中得到真实的生活启迪。

在科学拓展《泡泡世界真奇妙》中，教师可通过生活化的启

迪来让学生自己进行感悟和思考，不断实现这种泡泡世界中的神

奇。在活动中，教师吹泡泡，引起学生的兴趣，用不同形状的铁

丝吹出的泡泡一样吗？在这样的启迪下，学生自然地思考：是不

是方形就吹出方形的泡泡、三角形就吹出三角形的泡泡？此外，

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到阳关下吹泡泡，观察泡泡的颜色，教师也

可以提供学生不同材料的物体，比如积木、积塑、吸管、铁丝圈、

毛管、纱网、竹筒等，孩子们会感悟到一种生活的启迪：原来泡

泡里的世界是这么美好而令人遐想。

（五）情境设计，提高探究性感悟——融“趣”

在教学中融入一定的情境设计，可以使学生更贴切地感悟科

学带给生活多样的美感，更好提高学生的科学审美能力。

在科学活动中，进行适度的编剧色彩的游戏设计，如借用学

生看过的绘本剧、绘本作品来激发学生的兴趣点，增加活动的趣

味性。

如在《会变魔术的乒乓球》的拓展活动中，教师可引导学生

开展一定的童话想象，进行思考和感悟。在课前，先进行绘本阅读，

如《乒乓球爱游泳》，在童话的纯真中，不断激发学生的想象和

理解，从而更好让学生感悟到乒乓球带来的神奇世界。在多样的

引导和启发中，不断激发学困生探索这个科学奥秘。在活动过程，

让学生先把瘪乒乓球放入玻璃杯中，再向杯中倒入沸水，瘪乒乓

球就会慢慢鼓起来，变圆了。通过多样的体验，学生感悟到热水

的热能会把球内的空气加热，空气体积变大，球是密封的，空气

又出不去，就会把瘪的那部分往外排挤，使它鼓起来，让球内有

更大的空间，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热胀冷缩。

（六）鼓励表达，想象探究有效促进实践——融“真”

教师在观察到学困生不爱表达科学活动主题时，要及时预设

不同的科学游戏童话想象设计，如采用的是片段科学游戏，还是

想像科学游戏，更好地帮助学生获得不同的角色体验。在完整的

设计中帮助学生寻找到参与的想象灵感，或者给不同的学生群体

带来不同的角色科学游戏过程。有的学生表演能力强或科学活动

能力强，可以采用多个场景的想象游戏，来促进学生童话想象的

深化。

如在科学活动《影子的秘密》中“影子像什么，影子是什么”。

在多样的设计中，让学生不断感悟到科学的力量，继而启迪学生

感悟影子的科学力量。在活动中，先打开灯或手电筒放在幕布前面，

做手影游戏——教师在幕布后，用手做不同物体的影子，让学生

猜猜是什么，激发学生的学习和探究兴趣。在此情境中，教师有

意识地在离幕布远近不同的地方做手影，让学生观察影子大小的

变化。再来分成小组，引导学生用手影变换出不同形状和不同大

小的物体。最终实现让学生理解“遮挡物离光源越近，影子越大；

遮挡物离光源越远、影子越小”的科学道理。

教师要通过对小学科学学困生进行多样性的教学策略鼓励，

更好地帮助学困生来感悟到参与科学学习的快乐，从而帮助小学

科学学困生感受到自己被关注，最终爱上科学活动，更好地融入

到科学探究中，全体提升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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