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陶行知教育理论对小学科学教育的启示

左兆军

小学自然课已经更名为科学课。顾名思义，“自然”课的研究对

象是大自然，而“科学”课的研究对象则是科学。研究内容的改变，

必然引起教育思想、教学方式等方面的变革。每一位科学教育工作

者都必须用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理念作指导，审视和研究小学

科学教育。本人有幸参加了“江苏省小学科学（自 然）骨干教师培

训”，对科学课程改革的先进教育理念有所认识，结合认真研读陶

行知先生的教育文集，深感他的教育理论对正在进行的科学教育

课程改革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注重让学生“亲知”

《墨子》中提出三种获取知识的方式，即“%知”、“说知”、“亲知”。

陶行知先生十分注重让学生“亲知”。他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

成”，主张“教学做合一”。这对当前的科学课程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传统教学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知识的形成过程，学

生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即属于“%知”。它把形成结论的建构过程

变成了单调刻板的说教和记忆，这样就从源头上割裂了知识与智

力的内在联系，排斥了学生的自主能动性，这实际上是对学生思维

的禁锢和个性的摧残。

研究表明：学习方式不同，所产生的学习效果也大不一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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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学习内容，通过阅读我们只能掌握它的 10%，听别人讲解能掌握

它的 15%，但亲身经历后就能掌握它的 80%。所以，本次科学课程

改革强调“以培养小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创造条件“让学生亲身

经历以探究为主的学习活动”。美国国家科学资料中心编写的《面

向全体儿童的科学》中也明确指出：“经历是关键因素。当孩子们没

有亲身经历在学校所学的事物时，课程想要传授的知识往往对他

们毫无意义。因此，要让学生经历以探究为核心的科学体验。”

为此，我们要精心为学生提供具体的亲历的情境，让学生自主

地、兴趣盎然地经历观察、提问、猜测、操作、讨论、交流、归纳、整理

等实践活动，进而理解、掌握和运用知识，培养兴趣，增长智慧，使他

们亲身体验科学发现、科学探究、科学创造的过程，促进全面发展。

例如，教学《声音是怎么产生的》一课，不能简单地告诉学生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也不能领着学生“一二一齐步走”，做

一个实验得到一个结论。要为他们准备好小鼓、锣、笛、钢尺、口琴、

汽水瓶及碎纸片、小纸球等有结构的材料，课上让他们“利用课桌

上的材料自己研究，仔细观察物体发声时有什么现象？”汇报、交流

实验结果后，再组织学生讨论：“这些物体发声时有什么共同点？由

此能得出什么结论？”从而引导学生自己探究出“声音是由物体振

动产生的”知识结论。

二、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

现代课程论认为：“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的意义之源，教育也

必须回归生活世界，回归儿童的生 活，要把学生的个人知识、直接

经验、生活世界看成重要的课程资源。”因此，这次课程改革明确提

出“学生的课内外生活是学校课程资源开发的重要领域”，强调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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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强调教育过程是师生的生活过程。然而，传统

教育往往只注重学生的学习生活，而忽视学生其他方面的生活，学校

的学习生活几乎占据了学生的所有生活空间，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陶行知先生早已响[地提出“我们的实际生活就是我们

全部的课程”，“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拿全部的生活

去做教育的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

众所周知，学生是生活的主体，也是学习的主体。回归生活，回

归自然，是当代孩子所渴望的，也是他们所急需的。教师要精选孩

子生活中常见的材料和问题作为探究对象，要正视学生的生活实

际与体验，顺应儿童的天性，结合教学内容组织他们亲近自然，深

入社会，体验生活。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创设更多的机会和情境，让

他们用心灵与自然对话，去获取更多的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最终

提高他们适应未来生活的综合素养。

我们经常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采的生活体验活动：蔬菜地里，

孩子们趴在地上，与紫萝卜、大白菜交上了朋友；打谷场上，石磨跟

前，孩子们咬紧牙关，像不知疲倦的牛马一样，感动得石磙、石磨跟

着他们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S头的确是他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物

品了，但垒花饰、盖小屋都是第一次&试，他们有的和;，有的搬

S，有的拿起瓦刀，真像一支建筑工程^；喂羊，新鲜A有的推着独

轮车，有的挎着,子，山羊还免费给他们带路呢；进了陶吧，都与;

巴较上了劲，搞得手上、脸上、衣服上全是;水，没有一个怕脏嫌

冷，原来是迷上了；浮桥上，他们瞪大双眼，屏住呼吸，走稳脚步，征

服了月牙河，博得双桨的掌声、河水的歌唱；烧烤午餐，他们j着烙

饼，喝着玉米粥，烤着羊肉串，真有点回归自 然的感觉；篝火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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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孩子们尽情的歌唱舞O，施展才华，释放个性，倾吐对大自 然、

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这使我猛然间领悟到著名环保学家雷切尔·卡逊的一句话：

“当把令人兴奋的自然世界介绍给孩子时，感受它远比了解它重

要。”当然，教育既不能脱离学生的生活，也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学生

的生活。教育的内容和活动是对生活的提炼和超越。

三、关注学生的尊严

心理学研究表明：情感因素与价值观是科学学习的动力因素，

影响着学生对科学学习的投入、过程与结果。

可是，只注重学校和家长的需要，而漠视甚至忽视学生的需要

和爱好，学生的生活失去了情趣和光彩，这是传统教育存在的普遍

现象和结果。这种“以教师、课>、书本为中心”的局面，严重剥夺了

学生的自主性，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摧残了他们的自信心，扼杀

了他们的创新精神和个性发展。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迅速发

展的今天，这种教育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严重阻碍着社

会的发展与进步，已经引起国家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大

只新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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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小看小孩小，便比小孩还要小。”

“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作为教师要树立开放的教

育观念，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创设民主、平等、和谐、生动、有趣的学

习环境。要尊重学生的学习意愿，要常常弯下腰来倾听学生的心

声，要容忍学生什么也研究不出来，要经常鼓励学生提问题，使学

生在心理上有充分的安全感和自由度。例如，教学《8》一课时，一

位学生竟问我：“老师，8眼前面的东西是鼻子吗？它有什么作用？”

这个问题真把我给“将”住了。当时我灵机一动说：“你观察得很仔

细又爱动脑筋，是同学们的好榜样A请大家课后讨论研究，阅读有

关8的书籍，准能找到答案。”接着又说：“谁还有不明白的问题，请

大胆地讲出来。”这下一潭死水给搅活了，有的学生问：“8没长耳

朵，它是怎么听到声音的？”、“晚上8睡觉吗？”等等。

一位美国教育家说过：“赞许犹如阳光。”其实，每一位学生都

渴望得到老师的重视、肯定，都渴望照耀到鼓励、赞许的春日阳光，

后进生更会是这样。“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他就学会了自

信。”因此，不管学生取得了什么进步，哪怕只一点点，教师都要给

予真诚的表扬与鼓励。要特别注重评价学生在研究过程中的表现，

而不仅仅是研究的结果。

教师要相信每一位学生都能学好，都会有精彩的表现。你可以

仔细地想一想 ：现在是信息时代，孩子获得的信息、经验远远超过

我们的童年时代；一个学生占有的知识经验可能不如我们，但全班

学生加起来的知识经验一定会超过我们教师。关于这一点我有切

身的体会。记得教学一年级《常见的植物》一课，于浩琪同学竟然知

道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养料。有一次走在路上，二年级的吴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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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突然问我一个问题：“老师，您知道怎样才能治好癌症吗？”这突

如其来的问题使我怔住了，他笑眯眯地说：“不知道吧A我来告诉

您，是基因疗法。”在课>上以及平时与学生的交往中经常有类似

地镜头出现，这使我感受到孩子的伟大，感受到自身的不足，我们

真的不该认为“小孩小”A

四、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全球化社会的发展需要人们具备开放性思维与创新精神。因

此，“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学

校各科教育的共同目标之一。

我真的很佩服陶行知先生的远见卓识。他认为“儿童是新时代

的创造者，不只是旧时代的继承者”，他振臂高呼“处处是创造之

地，人人是创造之人，天 天是创造之时”；“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

得自己崇拜的人”，这是他的教育追求。为了把儿童的创造力解放

出来，他提出要“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童

的嘴”，“解放儿童的空间”，“解放儿童的时间”，要“小心翼翼地扶

掖孩子的点滴创造”。这些观点和做法对在科学教育中如何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上面谈到的“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关注学生的尊严”、“注

重让学生‘亲知’”都是有利于培养创新精神的教育理念。同时，要

根据科学（自然）课的特点，积极开展探究学习、体验学习、自主学

习、合作学习。结合指导学生认识各种自然事物和现象、探究科学

秘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等，精心设计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的教学环节和实践活动。例如，仿生学是模仿生物特点创造新技术

的科学，在教学《从k壳到拱桥》时，最后一个环节是引导学生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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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特点构思一件小发明。我让学生根据蜗牛的身体构造和活动

方式，p起思维畅想曲，构思一件小发明，比一比谁的想法最新颖、

最奇特。结果学生十分投入，思维非常活跃，汇报交流时热闹极了。

有的说要根据蜗牛触角的特点发明一种新型雷达，从对方发出的

声音和味道准确地判断敌人；有的要根据蜗牛的“腹部”能分泌黏

液的特点，发明防盗装置和空中作业装置；模仿它外壳的构造，有

的要设计新型坦克，有的要发明高级房屋，有的要制造安全婴儿

车，有的想发明一种按摩器，有的想发明一种节能空调，有的想发

明太空船。除了让学生奇思妙想，我还一直坚持创新思维训:和动

手操作训:，现在我教的学生已经在县级以上“三模”比赛和“小发

明小制作”竞赛中崭露头角。

世界范围内正掀起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浪潮。我国的课程改革

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既面临严峻的挑战，又

适逢难得的机遇。作为一名科学课教师，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

悟科学课程改革的精神以及先进的教育理论，并内化到教学实践

中。像陶行 知先生那样“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

疆”，争当新时期“一流的教育家”。

（本稿由徐州市社科联推荐）

左兆军，中学高级教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活教育行动

讲师团秘书长,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理事,徐州市陶行知研究

会副秘书长,徐州市发明学会副秘书长,徐州市小学科学教育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苏教版《思想品德》教材副主编,国标本《品

德与生活》教材核心作者，苏科版《自然》教材编者。在国家和

省级刊物发表论文 6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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