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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科学的教学内容与初中的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学科相对应,做好小学科学与这些学科教学的

有效衔接,可以提升教学实效,更好地发挥学科育人价值.以小学高年级科学与初中物理教学衔接为例梳理了联系

密切的教学内容,分析了衔接存在的问题,对小学科学和初中物理教师提出了树立衔接意识、大局意识,以及重视跨

学段交流的建议,也分别对小学科学教学和初中物理教学分别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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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开设科学课程.它是小

学阶段一门基础课程,同时也是一门教会学生认识

客观世界、分析客观世界规律之方法的课程,学生需

要学习的内容比较广泛,与初中阶段的物理、化学、

生物、地理等课程的内容对应,是这些课程的基础.
第一,小学科学课程的学习为初中物理等课程

奠定一定的知识基础,“通过小学科学课程的学习能

够使学生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初步了解与小学生

认知水平相适应的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
第二,小学科学的学习为学生学习初中物理等

课程奠定一定的科学探究素养,将小学科学中的探

究方法迁移到初中物理等学科的学习中,“培养提问

的习惯,初步学习观察、调查、比较、分类、分析资料、

得出结论等方法”.
第三,小学科学的学习为学生在中学阶段解决

实际问题奠定基础,“能够利用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

初步理解身边自然现象和解决某些简单的实际问

题”.
第四,小学科学的学习能够很好地发展学生的

思维水平,为初中物理等课程学习奠定基础,“培养

对自然的好奇心,以及批判和创新意识”.

第五,小学科学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社

会责任,培养“环境保护意识、合作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为今后的学习、生活以及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
可见,小学科学是学生科学素养的启蒙教育,对

学生在中学阶段学好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学科

有很关键的作用.为更好发挥小学科学的奠基作用,

除了要重视小学科学教育的育人价值,扎实开好这

门课程,更要小学科学教师和中学相关学科教师一

起研究重视小学科学与相关学科的教学衔接,避免

教学内容的简单重复,也避免出现教学空白地带.认

真梳理小学科学与初中各相关学科联系密切的教学

内容,反思教学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

议,有利于做好小学科学和初中各相关学科的教学,

更好地促进学生科学素养的发展,服务于达成立德

树人的根本目标.

2 小学科学与初中物理联系较为密切的内容

研究不同学段的教学衔接,最首要的是梳理衔

接教学内容,弄清楚低学段学习了什么,要求学生掌

握到什么程度,高学段要求学生学习什么,与低学段

相比教学内容和对学生的要求有什么不同.以广东

教育出版社和广东科技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小学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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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科学》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物理对比为例,二 者联系比较密切的内容对照表如表1所示[1~4].
表1 小学科学与初中物理联系密切的内容对照表

小学科学 初中物理

四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声音

 17声音的产生;18声音的强弱;19声音的高低;20设计与制作:

我们的小乐器;21声音的传播;22传声器的研究;23回声现象;24

生活中的噪声

八年级上册第二章 声现象

 第1节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第2节 声音的特

性;第3节 声的利用;第4节 噪声的危害与控制

四年级上册第四单元 电与电路

 25玩具车的秘密;26让小灯泡亮起来;27让更多的小灯泡亮起

来;28控制灯泡的亮与灭;29灯泡不亮了;31用电与安全;32网络

课堂:人类利用电的历史

九年级第十五章 电流和电路

 第2节 电流和电路,第3节 串联和并联

第十九章 生活用电

 第3节 安全用电

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 运动和力

 17车动了吗;18运动的方式;19运动的快与慢;20让小车动起

来;21给小车装上橡皮筋;22给小车装上风帆;23设计与制作:风

帆小车;24运动与摩擦力

八年级下册第七章 力

 第1节 力;第2节 弹力;第3节 重力

第八章 运动和力

 第3节 摩擦力

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机械好帮手

 17常用的工具;18好用的小撬棒;19杠杆的秘密;21提重物的轮

子;22省力的斜坡

八年级下册第十二章 简单机械

 第1节 杠杆;第2节 滑轮;第3节 机械效率

六年级上册第四单元 光

 25光从哪里来;26光的传播;27影子;28镜子;29设计与制作:

潜望镜;30光的反射现象

八年级上册第四章 光现象

 第1节 光的直线传播;第2节 光的反射;第3

节 平面镜成像

六年级下册第三单元 能量及其转化

 17各种各样的能量;18来自太阳的能量;19设计与制作:简易太

阳灶;20声音的能量;21风的能量;22神奇的电磁铁

八年级下册第十一章 功和机械能

 第4节 机械能及其转化

八年级上册第五章 透镜及其应用

 第1节 透镜;第2节 生活中的透镜

九年级第二十章 电与磁

 第3节 电磁铁 电磁继电器

  从表1可知,初中物理与小学科学教学内容联

系密切,关联的知识点较多;衔接教学内容涉及领域

多,有力、力与运动、能量、机械、电、声音、光等版块;

二者衔接广泛,有知识、技能,也有实验,还有科学探

究的方法;初中物理、小学科学都重视联系生活构建

情境,帮助学生理解知识.

3 存在的问题

扎实抓好小学科学和初中阶段物理、化学、生

物、地理等学科衔接对小学和初中各相关学科教学

实效的提升都很重要.但是,从已经发表或公开的互

联网资料来看,研究二者衔接的教师并不多,且很多

研究也不算深入[5~7].

3.1 衔接不畅内容脱节

教师没有深入研究教学衔接就会导致教学各学

段之间的教学互不了解.教师不了解其他学段的学

习内容和学习现状,会导致教学衔接不顺畅,教学内

容脱节,知识内容脱节、方法脱节[8].具体表现为教

学内容的简单重复,或者不考虑学生已有基础,内容

设置台阶太高,学生无法达成目标.例如,在小学科

学中学生已经相对系统、相对深入地学习了声音的

相关知识,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教师应该基于学生已

有基础设计教学,而不是当学生零基础,这样学生会

觉得初中物理课堂无趣,丧失学习的动力;再如,学

生在小学科学四年级下册已经学习了运动与摩擦

力,通过实验初步感受了摩擦力、尝试测量摩擦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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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探究接触面的光滑程度与摩擦力大小的关系

等,但是学生的这些探究、学习都是非常浅显的,学

生难以通过这么几个简单的实验就对抽象难懂的摩

擦力有深刻的认识,初中物理教学中教师还需要设

计更多的定性探究与定量探究实验才能让学生逐步

深入了解摩擦力,认识其本质,避免台阶太高学生学

不懂,丧失兴趣与学习动力.

3.2 错误前概念造成内耗

不了解各学段的教学情况,还会有一个比较大

的负面影响,各学段在课堂上话语体系不统一,教学

用语不统一,出现一些不科学、不规范的教学用语,

导致学生认知混乱,不知所措,或者小学科学教学中

为初中物理的教学输入了错误的科学前概念,为学

生初中物理学习“埋雷”.在小学科学中很多时候,用

语都比较口语化,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教学贴近学

生生活,学生比较容易理解小学科学的内容,这对知

识储备极少的小学生而言有积极意义,但是,有时不

规范的语言会输入错误的科学前概念,会成为后续

学习物理的障碍.例如,在小学科学中教师和学生不

会严格区分“质量”与“重量”,往往将二者混淆.小

学科学教学不严谨,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而

不规范地使用辅助性概念,使得学生头脑中输入了

错误前概念,但是到了初中物理却要严谨地区分这

两个概念,在初中物理中“重量”是物体的重力.小

学科学教学输入的错误前概念,到了初中物理教师

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才能纠正,这无意间造成了不同

学段教学之间的内耗,降低了教学效率.

4 教学建议

研究小学科学与初中物理教学衔接,“从其本质

上来说就是进行以学生为本的教学工作研究,从学

生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出发,去探索更适合学生

学习和成长的教学规律,避免教学中学生知识脱节

或重复性教学.”做好教学衔接工作有赖于小学科

学和初中物理教师的共同努力与配合.建议教师做

好如下几个方面工作,深入研究教学有效衔接,更好

地促进学生发展.

4.1 对小学科学和初中物理教师的建议

(1)树立意识

教师要树立研究教学衔接的意识,并在教学中

去实践.有了教学衔接的意识,教学设计会更顺畅,

学生能够获得更好的学习体验,会更愿意学习,更有

信心学习.基于学生现状设计的、衔接良好的教学会

更加贴近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

学习需求,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知识构建和方法的

习得,促进学生科学素养的养成.
教师要有大局意识,不要只看到本学段学科教

学要求,也不要只是盯住本学段的考试,而是应该着

眼于立德树人这个大局,着眼于服务学生更好发展

这个长远目标.这样教师才能够沉下心来研究教学,

从容应对教学中的挑战.
(2)重视交流

小学和初中教师要加强交流,互相了解彼此学

段的课程标准、教学要求、考试要求、教学现状等.初

中教师要充分了解小学阶段学了些什么,学生掌握

到什程度,与初中有多大的台阶.小学科学教师要了

解物质科学领域、生命科学领域、地球与宇宙科学领

域、技术与工程领域对应初中阶段什么知识的学习,

要求学到什么程度.互相了解之后,教学实践才能更

有效衔接.
建议:初中和小学教师,能够定期交流,这样才

能更好地了解学生学习的真实状况,获取一些文献

研究不能得到的真实、有效的信息;初中和小学教师

可以定期开展课堂教学观摩、研讨活动,互相了解彼

此学段的真实课堂.

4.2 对小学科学的教学建议

(1)重视实践

小学阶段学生认识事物、感知外界主要靠抽象

思维,需要学生积累大量的感性经验,并以此为支撑

才能升华到理性知识的认知.建议教学中教师多设

计一些实验、制作的活动,让学生广泛参与、亲身体

验,要重视学生,让学生通过观察、动手操作等实践,

然后归纳、提炼出相应的概念、知识,即多采用归纳

教学法,小学生科学课应避免过多的理论介绍.
(2)重视兴趣

有兴趣学生学习才有内生动力,学生才愿意跟

上教师的节奏,学习遇到动力时,才有耐心、毅力去

突破.小学生充满好奇心,低、中年级是兴趣孕育期,

而高年级是培养兴趣的关键时期、黄金时期.小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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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学要特别重视保护学生的好奇心,要特别重视

学生对科学探索的兴趣.教学中,一方面教学内容的

呈现应该要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避

免文字过多,而应该采用图文并茂,色彩鲜艳;其次,

选择的教学内容,设计的教学活动要贴近学生的生

活,贴近学生的喜好.
(3)重视长远

教育教学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学生的发展,为了

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师应该清

楚,小学科学是为了初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让学

生具备初步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探究方法,为中学阶

段进一步学习相关学科夯实基础.教师具备这样长

远的眼光,在教学设计时,就会跳出学段的限制,不局

限于小学科学的教学要求,而是更多地考虑如何着眼

于学生的长远发展,着眼于为学生终身学习奠基.

4.3 对初中物理的教学建议

(1)重视基础

重视基础,从基础开始教学,学生才容易学懂弄

通.避免台阶太高而心生畏惧,产生厌学心理,丧失

兴趣与信心.重视基础要求教师设计教学时知识起

点要低,毕竟初中学生知识储备有限、掌握的科学方

法有限,低起点才符合学生基础,才贴近学生最近发

展区.这需要教师更深入研究小学和初中物理的有

效衔接,拿捏好低起点与避免简单重复小学科学教

学内容之间的关系.
(2)重视体验

初中阶段学生虽然抽象思维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思考问题仍然以形象思维为主,学生认识客观

规律时仍然需要借助实验、实物、生活实例等构建具

体情境,积累感性经验.因此,建议初中物理教学多

设计一些实验,充分发挥实验对物理教学的作用;多

列举生活实例,强化物理与生活的联系,让学生亲近

物理.这些策略能够为学生搭建脚手架,让学生在

“做中学”,让学生在联系生活中学,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知识,习得科学方法,在学习中获得更好的学习

体验.
(3)重视方法

科学方法的掌握是学生迁移、运用物理知识的

重要前提.只有掌握方法才能悟透物理知识,只有对

物理知识融会贯通,迁移运用才能实现.能够迁移运

用知识,核心素养的培养才算得到落实.方法教育的

过程其本质是学生构建知识的过程,知识的构建为

载体,学生体验、感悟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作用和无

穷魅力.初中物理教师应在教学中重视方法的教育,

将方法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并在教学过程中

凸显出来,让学生学习方法的名称、运用方法的操作

过程,在学习一段时间后可以一种方法为主线梳理

概念、规律进行复习.另外,重视方法教育就需要重

视方法教学与小学科学的衔接.需要梳理小学科学,

学生在何处学习了哪种科学方法,学生掌握得怎么

样,与初中有何不同,在此基础上展开方法教育的教

学设计.
(4)重视过程

学生经历完成知识建构过程才能够深刻理解知

识,并领悟知识承载的方法.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

需要教师基于学习内容、学生已有基础设计探究环

节,以任务驱动学生思考、学习.从这个角度看,重视

知识的构建过程,其本质是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

的理念,将课堂还给学生,把思考的机会还给学生,

把动手实践的机会还给学生,给学生充分的时间思

考.经过深入思考学生的学习才有深度,才能掌握知

识的本质,学生的科学素养才算是得到有效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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