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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核心素养，构建高效课堂
——以《解决垃圾问题》一课为例

潘光品

（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舟山实验小学，江苏 苏州 215164）

摘要：核心素养是学生终身发展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小学科学教育应以此为导向，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综合素质与实际能力，为

学生的将来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文以小学科学五年级下册《解决垃圾问题》一课为例，尝试从创设情境、活动探究和联系生活三个

方面提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策略，力图最大限度挖掘科学课程育人价值，构建一个高效的科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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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中的教育教学指导，义务教育

阶段的小学科学学科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其重要任务是进行

科学启蒙教育。因此，小学阶段的科学教学，需要重视启发学生

的科学观念，运用有趣的科学教学资源，组织开展多样的科学教

学活动，引导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小学科学教师应当

认识到，科学知识不是单纯地教出来的，而需要引导小学生像科

学家那样去生活中探究、去自然中探秘，从小培养学生科学探究

精神。通过经常组织学生开展丰富的科学探究活动，可以让学生

在切身的体会中，循序渐进学习与掌握科学知识，主动进行科学

探索，发现相关规律与总结经验教训，形成科学思维框架。在此

框架下，还可以引入科学道德、环境保护等内容，进行多方面的

教育，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促进小学生健

康成长与全面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后续

深入学习科学知识打好基础。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在积极学习与

掌握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应当学会独立思考，勇于探索和勤于动

手，运用科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类实际问题，从而落实核

心素养的培养目标。本文以平时的教学实践经验为基础，结合五

年级下册的《解决垃圾问题》一课谈谈在科学教学中聚焦核心素养，

构建高效课堂的方法策略。

一、创设情境，导入生活化问题，培养学生感悟能力

“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问题是思维的起点，是智慧

的窗口。科学的学习始于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学生就不会受到

启发去思考。教师应该以学生的实际生活情况为基础，了解清楚

学生的内心活动，创设一个贴近生活、富有科学魅力的问题情境，

这样可以迅速抓住学生的注意，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

能够轻易理解问题，并能够自觉将问题与生活联系，积极思考，

运用所学、所悟的科学知识去解决问题。

教学片段 1：如何解决垃圾问题

师：展示校园内的垃圾照片（课前拍摄），提问：你们看到

这些图片有什么感受？回想生活中看到的大型垃圾场，你们有什

么想说的吗？

生：垃圾数量巨大，严重污染环境，影响我们的健康 ......

师：垃圾问题如此严重，该如何解决呢？你们有没有好办法？

请说说你们的想法。

（小组同学交流讨论，教师点拨启发，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垃

圾问题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感悟能力是学生的基本素养，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其实

指的就是一个人所具备的感悟能力。在教学过程中，越贴近生活

的教学内容，越容易让学生理解和感悟。这里教师提出的的问题

接近于学生的生活实际情况，与学生的认知水平相符合。所以在

教师要求学生根据周围环境中存在的垃圾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时，

学生能够很快说出自己的感受，他们体会到垃圾问题与每个人都

息息相关，如此之多的垃圾，对环境和人类生活的影响是多么的大。

接下来，在老师的启发下，学生能够自主感悟并思考解决垃圾的

问题，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感悟情况，引导和启发

学生着眼于问题的本质（解决垃圾问题）进行交流讨论。重视学

生的感悟体验能够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加速学生知识的内

化过程，培养学生的感知领悟能力。

二、活动探究，开展开放式教学，培养学生科学素养

科学的核心是探究，在科学教学中开展活动探究式学习是促

进学生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科

学教学中以活动探究为主的开放式教学，要求教师在课堂上不能

只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授，而是要精心设计安排学生的科学探究活

动，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包括探究方法和探究技能），让

学生在手脑并用的探究活动中增强对科学的理解。同时在教学中

教师要不断地为学生创造活动探究机会，让学生在探究中能够充

分体验科学学习的乐趣。

教学片段 2：垃圾问题调查

师：你知道哪些地方产生垃圾吗 ? 产生了哪些垃圾 ? 产生的

垃圾质量有多少？你知道这些垃圾都去哪了吗？

生 1：家里的厨房每天会产生很多厨余垃圾，这些垃圾被扔

进垃圾桶。家中也会有许多商品包装垃圾，可能会被丢弃，也给

能被卖掉。

生 2：学校每天产生大量垃圾。大部分是废纸，被放进垃圾桶。

生 3：建筑工地会产生大量建筑垃圾，难以处理。

师：你知道大部分的垃圾最终都到哪去了吗？

生：垃圾填埋场。

师：垃圾填埋的缺点是什么？小组交流讨论。

生：占地面积大、污染水资源、存在安全隐患……

在教学中，教师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并作统一安排，着重培

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通过对垃圾问题的调查，教师引导学生

交流讨论垃圾的来源、类型、质量和最终去向。让学生知道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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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源很复杂、数量巨大，种类非常繁多。并知道了大部分的垃

圾最终会被填埋，但这种垃圾处理方式实际上并不能完全解决垃

圾处理问题。教师通过这样的引导启发，让学生了解垃圾问题的

严重性。

教学片段 3：模拟垃圾分类

师：现在全国都在大力提倡垃圾分类。你会把家里平时产生

的垃圾先分类再扔掉吗？你知道生活垃圾可以分为几大类吗？你

知道如何分类垃圾吗？

生：可分为四大类，包括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以及其他垃圾。

师：出示不同垃圾的标识图片，然后贴在黑板上。你能认出

不同垃圾的标识吗？

（大多数学生可以结合生活中垃圾分类的经验，快速指出垃

圾分类的标识）

师：老师今天带来了很多卡片，每张卡片上有不同垃圾的图案，

下面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请将这些卡片粘贴到黑板上的分类垃

圾桶图标里，模拟对垃圾的分类。

（学生积极进行垃圾分类小游戏）

师：根据黑板上的“垃圾分类”，结合生活经验，你知道还

可以使用哪些方法来解决不同的垃圾吗？

（小组交流讨论，教师点评，引导学生说出更多的环保行动）

教师通过开展开放式课堂教学，组织学生进行科学探究活

动——模拟垃圾分类。这个活动与在校园和家中进行的垃圾分类

活动非常接近。能够非常直观地让学生了解到垃圾种类的多样性

以及垃圾分类的复杂性。接下来让学生们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

谈谈他们还能做些什么来解决垃圾问题。教师引导学生说说在生

活中还可以力所能及地进行哪些环保行动。希望每个学生小小的

选择都会凝聚成巨大的力量。这些环保行为不仅要成为学生的认

知，而且应该成为他们的行为习惯。本环节中的科学探究活动，

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态度、科学情感以及科学价值观，让学生

的科学探究能力全面得到提高，而且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

力与创新意识，促进学生的科学素养全面提升！

三、联系生活，促进有效性迁移，培养学生情感意识

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生活就是知识的源泉。因此，

小学科学教学内容的设计要与生活实际紧密结合。教学的实践证

明，科学教学与学生生活实际相联系，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

科学兴趣，而且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情感意识，使学生产生非常

积极的内心体验。

教学片段 4：家庭生活垃圾统计。

师：你知道你们自己的家里每天会产生多少垃圾吗？有没有

哪个小组的同学课前进行了调查，并记录了自己家庭在一周内每

天产生的垃圾的质量？

（学生展示一周内记录的自己家庭每天产生的垃圾质量）

师：根据家里的人数，你能算出每个人每一天平均产生的垃

圾质量是多少吗？你能以此估计一下全班、我们全校乃至我们全

市一天产生的生活垃圾总量吗？对于结果，你想说些什么？

（学生小组交流讨论，估算垃圾总量，感受到垃圾问题的严

重性）

本环节通过学生结合自己家每天每人产生的垃圾，估算全班、

全校，乃至全城一天的产生的生活垃圾总量，让学生真正感受到

垃圾数量十分庞大，垃圾问题也是非常严重，激发学生的环保意

识和热爱环境情感。

教学片段 5：讨论垃圾分类意义。

师：生活中，你们参与过垃圾分类吗？

（调查发现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

师：如果垃圾没有分类，可能会出现什么样情况？

生：垃圾无法再次被利用，垃圾问题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

垃圾问题日益严重 ......

师：垃圾分类会带来什么好处？

生：可以回收利用部分垃圾，能够减少垃圾的总量。

师：你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减少垃圾？

生 1：不剩菜剩饭，按量取餐。

生 2：节约用纸，双面书写。

生 3：减少购买新衣服、新学习用品。

生 4：不购买过度包装的商品。

科学来自生活，并应用到生活。教学内容与生活实践相结合，

为学生创造了学习科学的机会，能够帮助学生巩固知识，可以培

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本环节以学生生活中也参与了垃

圾分类为基础，通过引导学生讨论垃圾分类的话题，帮助学生切

实理解垃圾分类的重大意义。接下来让学生将自己所学的内容与

生活联系起来，列出更多能够减少垃圾的办法，促进学生将自己

所的学的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希望学生在生活中也能够主动参

与到减少垃圾的活动，将所学转化为实际行动，从而培养学生的

情感意识。

以学科核心素养为课堂教学核心的小学科学教学要求教师引

入各种有利的教学模式到教学中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科学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积极探索、发现规律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本课

程注重引导学生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构建知识，掌握科

学的学习方法。本课程的主要活动包括：垃圾问题调查、模拟垃

圾分类、生活垃圾统计以及讨论垃圾分类的意义。通过这些活动，

不仅让学生感悟到垃圾之多，积极思考如何解决垃圾问题，同时

培养了学生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环保意识。总之，聚焦于科学学科

核心素养的培育理念，需要教师努力建立一个综合培养系统，将

科学知识、科学活动、引导启发和情境辅助教学融入小学科学课

堂教学，构建一个高效的科学课堂，从而引导学生在学习科学知

识和思考科学问题中激发创新思维、提升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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