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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 30 多年的科学教育经历

中，与语文学科的跨学科合作是最值

得回味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语文教师要

上《捞铁牛》的公开课，我设计了一个

简单的演示实验，模拟古人的方法，

用浮力原理打捞铁牛。我们当时只

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学生懂得了科学

道理，有利于学生理解古人的智慧，

增进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实验简单，

打捞的模拟效果很成功，语文教师的

课文分析也很到位，同事们感觉课上

得很精彩，但语文教研员评课时却

说：“你这是自然课（小学《科学》的前

身叫《自然》），缺少语文味。”我们愕

然不解，语文课上做个必要的演示实

验，怎么就不是语文课了？放到现在

来看，我们当时做的不就是现在提倡

的“语文+科学”的跨学科教学的雏

形吗？

记得也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是

关于小学二年级《看月食》的语文课，

语文老师找到我：“我讲不清楚月食

到底是怎么回事，课文是学了，但学

生还是不明白月食是怎么回事，你能

来讲讲吗？”我看了看课文，了解了学

生的理解情况，感觉对小学二年级学

生来说，仅靠对着挂图讲解，真的让

学生理解课文中“是地球挡住了太阳

照到月亮上的光”这个结论，是需要

很强的空间想象力才能做到的。虽

然有些学生对答如流，但估计只是记

住了这个新奇的结论罢了。于是我

用可以演示日、地、月三者互动关系

的三球仪对着一组组学生演示讲解：

我们现在站在远离地球的宇宙空间

来看，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同时，月球

也在绕着地球转，当月球某一次恰好

转到地球的影子里时，就发生了月

食，月食不是每个月都有的哦……模

拟演示清晰明了，学生的认识活动绕

过了空间想象的艰难，不仅明白了科

学道理，也对古人敲锣打鼓赶天狗的

迷信有了一定的理解：天狗哪里是被

吓跑的，明明是月球自己从地球的影

子里转出来的嘛！

知识上的融通，不仅增进了对课

文内容的理解，还起到了合力育人的

作用。

科学知识是客观的，有时显得冷

冰冰。科学教学如果只是就知识学

知识，其育人的价值可能凸显得还不

够。比如将白色鲜花、芹菜等植物放

入染色的水中使其变色的实验，从知

识学习的角度，学生通过实验知道根

茎叶可以吸水的知识点即可。但站

在大的真实世界场景的角度，学生知

道知识点后还需要延伸去理解更广

阔的问题。比如环保问题，如果土壤

和水被有害物质污染了，污染物会如

染料那样进入植物体内，这样的粮食

蔬菜还能吃吗？向真实世界的延伸

涉及情感，而情感的深化往往又是语

文学科所擅长的。如果能与语文跨

学科合作就更好了。语文课可以让

师生一起收集丰富的土壤和水污染

事件的资料，在群文阅读中进一步丰

富证据，环保的理念自然就会深入学

生的内心。而群文阅读也可以顺势

而为，因需而生。

2007年，我组织广州几所学校的

语文教师一起基于小学四年级语文

《大自然的启示》单元做跨学科学习，

该单元包括《自然之道》《大自然的启

示》《蝙蝠与雷达》《黄河是怎样变化

的》等4篇科普小品文，通过了解一些

科学知识，关注自然、了解自然、顺应

和利用自然之道。但学了《自然之

道》这篇课文，当要求学生列举出生

活中常见的自然之道的例子时，他们

却面面相觑，没例子可说。将抽象的

“自然之道”的观念转化为具体的例

子，这个概念应用过程对小学四年级

学生来说是很难的，即便是语文教师

也不见得能与生活中的例子相关

联。于是我找来一些相关科普短文

启发学生的观察。比如有一篇《我要

活下去——植物的生存机制》短文，

介绍了很多具有神奇的生存方式的

植物；比如长在树干上的鸟巢蕨，用

长得长长的气生根牢牢抓住树干，将

叶片紧密围绕成一个空心，风雨来了

也不怕掉落，还可以在空心中留住雨

水供自己生长；比如卷柏缺水则卷成

一团保护自己，遇水则舒展开生长，

等等。当学生头脑中装着一个个神

奇的案例到校园和周围进行观察时，

就有了支架帮助他们认知；认知负荷

降低了，新的发现就不断涌现出来。

比如榕树垂下的一簇簇气生根可以

使植物从空气中获得水分，必要时还

可以垂入地下长成新的茎支撑榕树

扩展生长空间，独木成林……《大自

然的启示》单元的跨学科学习活动大

约持续了一个多月，但很多学生还是

停不下来，变成了植物迷，走到哪里

都可以发现“自然之道”。

这样扎根于学生亲身实践体验

的“科学+语文”的跨学科学习带来的

影响是深远的。一位参与的语文教

师告诉我，学生后来的语文学习不一

样了。比如学习《新型玻璃》一文，学

生能在短短10分钟之内，把5种玻璃

的特点与作用一一罗列，并在小组合

作学习中互相激发，进行了许多课后

延伸的阅读。他们想象了更多切合

生活实际的新型玻璃，写出了有趣的

科普小文，并用上了各种说明方法，

课堂气氛充满“学术”的味道。

新修订的课程方案特别强调了

各个学科要有不少于 10%的时间做

跨学科主题学习，同时强调综合性

和实践性及相应的大单元、项目化

教学等。各个学科的课标又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比如科

学学科加入了跨学科概念和工程技

术实践的学习要求，语文把跨学科

学习任务群单列，把科学类学科的

观察实验报告作为提升学生语言文

字应用能力的一个载体。在这样的

背景下，科学与语文已经被要求必

须完美融合。

在我的跨学科教学经历中，如

果说之前是“吴老师，你来帮我讲讲

语文课文中的科学吧”，那么今后应

该是“我们一起筹划一个学生可以

亲身参与的跨学科实践活动吧”！

我们要把偶然的教学行为变成必然

的教学选择，也不再刻意区分“语文

味”或“科学味”，而是能看到学生真

的在生动喜悦地成长。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依

山郡小学科学特级教师、龙岗区教科

院科学教研员）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

发展方向。近年来，国

家、省市各级政府和教

育主管部门出台大量政

策性文件部署教育评价

改革工作，促进评价方

式的创新与落地。而初

中数学“唯分数”的现象

依然存在，阻碍了“全面

育人、个性发展”教育目

标的实现。如何引导教

师改善评价方式，这是

区县教研员必须面对的

挑战。

开展主题活动的实

践价值在于“一事一法”

的针对性，还有“合纵连

横”的体系性。围绕改

善评价的实际教育行为

确立活动主题、设计操

作流程，可以让改善评

价的探索落在教师日常

的教育教学行为中。

重构阶段考试方式，

让师生跳出分数专心学

习。阶段考试不只是诊

断学习成果的手段，也可

以是引导学生学习复习

方法的主题活动。

济南受疫情影响，从

今年 3 月开始连续两个月实行线上学

习。在临近结束时，我区面向初中学生

组织了线上无纸化阶段性测试。这次测

试就设计成了一次“先学后考”的学习主

题活动。“后考”是激发学生复习的内驱

力，“先学”才是真正目的。先由初中数

学教研员命制两套“先学”卷提前3天发

给各学校，教师组织学生边梳理所学内

容边使用这两套“先学”卷进行训练。之

后，教研员再将这两套“先学”卷“原题拼

接”成一套“后考”卷，3天后由学校组织

闭卷考试。让学生充分“学”才能在“考”

中展现出更多可评价元素。怎样让学生

好好学呢？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脚手

架”——《“先学后考”自主学习清单》。

学校接收“先学”卷电子版后要先组织学

科教师进行集体备课，备课中精心研究3

个问题：一是怎样引导学生通过“先学”

卷完善内化的知识结构；二是怎样设计

纠错环节帮助学生查漏补缺；三是导学

案能否体现阶段性复习的方法，引导学

生学会复习。围绕这样的问题，备课组

制定出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清单，这里

的清单本身就蕴含了复习的方法和步

骤。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带着明确的任

务进行复习，有了积极主动寻求教师帮

助的内驱力。

丰富多元评价方法，打造活动“舞

台”聚焦素养。数学活动不只是用来评

价学生的数学能力，也可以结合教育需

求设计细则，形成引导学生展示多元智

能的主题活动。

去年11月，我区组织七年级学生开

展了以“讲题”为展示主题的比赛活动。

我区初中各学校一直在探索“先学后教”

的教学模式，这样的探索需要把教与学

过程搭建在合作学习和自主学习两个基

台上，所以学生分析与表达的能力成为

推动课堂学习的关键能力。“讲题”的主

题活动不在“题”，而在于让师生通过活

动看到课堂上分析与表达的范例。这里

有一个重要的活动“脚手架”——《学生

讲题大赛评分细则》。

围绕“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

界”拆分出四个评价的核心维度：表达

者的逻辑能力清晰、展现的风度大方、

运用的语言精练、使用的工具恰当。我

们通过评分细则引导学生从这四个维

度予以展现。具体来说，“能够恰当归

纳和提炼”展现学生逻辑能力和运用语

言的能力；“课件或学具的作用契合讲

解需要”展现学生对题目的理解、对受

众的认识、对辅助工具作用的熟悉等。

有趣的是，一名学生借助手绘数轴讲解

时，先是在屏幕下方画了一条线，想了

想又擦掉，从更便于观看的屏幕上方画

数轴继续讲解。这说明学生意识到数

学表达不仅需要数学能力，还需要调动

自身的智慧，让受众更加容易明白自己

所要表达的信息。

实践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如

“先学后考”主题活动有利于过程评价

和增值评价，但“原题拼接”组成“后考”

卷的方式被优秀学生的家长诟病……

相关问题我们会在今后的主题活动实

践中进一步探索和改善。

（作者系山东省济南高新区教体局

教研室教研员，本文系2020年度山东省

教育教学研究项目“义务教育阶段‘两

翼多层’发展性教学评价研究”的阶段

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0JXY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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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课教学内容与自然界、社会

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科学课教学强调

学生动手操作、亲身体验，这一切都

离不开课程资源的支持。

农村学校科学课教学设施虽然

没有城市学校先进，但农村学校周围

的自然资源和学生生活环境，往往是

城市学校和城市学生所没有的。

农村小学科学课程的
资源优势

科学教师必须拥有一双善于发

现课程资源的眼睛，善于开发和利用

身边的课程资源开展科学课教学。

农村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一部

活生生的科学课教材，我所在的学校

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汉平原腹地，这里

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据统计植物

有 142 种，其中粮食作物 13 种、油料

作物 34 种、瓜果类 10 种、树木类 24

种、药材类36种、花卉类13种。

农村校园面积大，可以充分利用

土地资源建立生物园。我校的生物

园分为“种植区”“养殖区”“扦插区”

“苗圃区”“花卉区”“藤本区”“草本

区”“木本区”等8个区域。园中共有

生物 128 种，其中本地生物 96 种，引

进外地生物 32 种，与课文相关的生

物占 96%。生物园为教学提供了观

察材料，为学生栽培、饲养等活动提

供了实践基地。

农村的孩子从小生活在农村，对

农村的动物、植物有较丰富的感性认

识，积累了一定的栽培、饲养经验，有

较强的动手习惯和动手能力。生活在

农村的学生，一般都能说出常见牲畜

的喂养方法和常见植物的种植方法。

发挥乡村课程资源优
势上好科学课

结合本地实际开展观察、实验教

学。教学《植物的一生》单元时，我组

织学生定期到“水稻种植专业户”进

行实地教学，让学生亲历水稻种子发

芽、分蘖、开花、结果的过程，丰富了

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探索植物王国》

单元时，组织学生带来黄豆芽、狗尾

草、葱、大蒜、萝卜、白菜、红薯、生姜、

藕等20多个品种260多个材料，为探

究“奇妙的根”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教学《工具与机械》时，我将学

生带到农机修配厂进行现场教学，

认识、感知工具和机械的科学原理；

上《轮轴》时，学生目睹自来水厂各

种类型的阀门，动手操作不同直径

的水阀，感知轮轴的秘密；学生学习

《杠杆的科学》后，回到家里将压水

井的“压杆”加长，奶奶取水再也不

那么费力了。

师生动手，自制教具。教师平时

要做有心人，注意收集废旧物品，建

立“百宝箱”。比如铁丝、线轴、纯净

水瓶等，教学时都可以派上用场。在

教师自制教具时，还可以发动学生自

己制作，如“简易显微镜”的制作、“生

态瓶的制作”等，学生参与制作教具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理解课文、动

手操作的科学探究过程。

实验、观察教学让学生“一周早

知道”。教师将下周要教学的内容、

要做的实验、要准备的材料，以及实

验中要特别注意的问题让学生“早知

道”，让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去观察、收

集实验材料、模拟实验研究，并将实

验中存在的问题记录下来。

比如六年级下册关于“月相”的

教学，按照教学进度一般时间在5月

底。为了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去观

察、记录，我在开学的第一周就组织

学生开始观察、记录月相在农历一个

月的变化情况。学生在自己家附近，

选择一棵大树作为参照物，观察农历

从月头到月尾每一天的月相，并在老

师提供的观察记录单上用画图的方

法记录下来（如遇到阴雨天气，必须

等到下个月再观察记录同一天的月

相）。让学生通过较长时间对月相变

化的观察记录获取第一手材料，并在

此基础上用科学讨论会的形式，通过

对观察记录材料的分析、整理，抽象

出月相变化的规律。

运用农村资源开展科
技活动

教师还可以将课堂上产生的问

题延伸到课外，引导学生运用课堂上

学到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开展科技活

动，如《蜜蜂并不是靠翅膀振动发声》

《用稻草做沼气发酵原料的研究》等

科技项目，就是课堂生成资源在课后

探究的成果。

每年寒、暑假开学第一课，我们

都要以班级为单位组织一次“我的假

期新发现”报告会。报告会上，学生

可以交流一篇科学小论文、一个科学

小发明，或者一个设想，甚至提出一

个问题，以此激励学生善于观察、善

于发现，勇于提出问题、勇于实验探

究。去年春季开学，在六年级3个班

“我的寒假新发现”报告会上，收到来

自学生的“新发现”450 多件，像《长

江流域与一个集镇的兴衰》《老苏区

农业生产工具的调查与研究》等作

品，都是学生在课外经过观察、调查、

研究获取的。

我们学校所在的镇是一个农业

大镇，蕴藏着丰富的科技教育资源。

为此，学校将镇“农技站”“环保站”

“自来水厂”等列入学校科技活动实

践基地，并安排了科技活动日、科技

活动周、科技活动月，经常组织学生

到种植专业户、养殖专业户参观学

习，引导学生探究“身边的科学”。同

时，组织环境、种植、养殖、粮食调查

兴趣小组，就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

村鸟类、青蛙、防护林对农业生态环

境的影响等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调

查。我们还根据学生年龄特征、心理

特点和兴趣爱好，成立了“种植兴趣

组”“饲养兴趣组”“制作兴趣组”等12

个科技活动小组，将每年5月和10月

定为科技活动月，每年举办一次科技

活动节，每学期评选、表彰50名“明天

小小科学家”。

科学课上，教师要引导学生在

观察中学会发现、学会质疑、学会设

计实验、学会探究。同时，将科学课

教学与科技活动相结合，引导学生

像科学家那样探究，让科技之光照

亮乡村孩子的科学梦想。

（作者系湖北省监利市英才学校

科学特级教师）

发挥农村资源优势上好科学课
□ 邓从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