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江阴市陆新丽名师工作室

简 报
第 12 期

江阴市教师发展中心 2024 年 6 月 5 日

七市（区）跨区联动教研 共谋思维课堂建构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教育的指示批示精神，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新课程方案和新课程标准为引领，

聚焦思维型教学研究，6 月 3 日，太仓、常熟、张家港、江

阴、武进、丹阳、靖江七地教师发展中心（教研室）联合主

办的沿江七市（区）小学科学联合教研活动在江阴市毗陵路

小学举行。来自七市（区）的教研员、江阴市陆新丽名师工

作室成员及 80 多位科学教师参加了本次活动。

课堂观摩设两个会场，以“课标背景下小学科学思维型

课堂建构”为主题展开研讨与交流。

会场一由江阴市长泾实验小学袁娅琼老师的《有趣的食

物链》、武进区实验小学杨振老师的《像化学家那样》以及

靖江市滨江学校钱亦城老师《电磁铁》组成，为思维型课堂

建构突出了几个关键点：教学目标找准合适的点；实验材料

确保数据的准确；探究活动激起学生的“趣”；关键问题引

导学生的思考等。



2

会场二中，太仓市城厢镇第四小学陈心怡老师教授的

《化学变化和我们》启发我们要基于真实情境引发研究主题，

善用启发式语言引导学生思考学习；张家港市白鹿小学吴锡

娇老师的《电和磁》、常熟市崇文小学陆文峻老师的《解密

暗盒》更是以发展学生的思维为关键点设计活动，提高学生

的核心素养。

此次联合教研活动，为沿江七市（区）的小学科学搭建

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大家相互学习，共同促进，对在课标背

景下如何建构小学科学思维型课堂有了新的认知，也带来了

新的思考。

学员学习感悟

《共谋思维课堂建构》学习心得

6 月 4 日在毗邻路小学听了袁娅琼老师的《有趣的食物

链》、杨振老师的《像化学家那样》和钱亦城老师的《电磁

铁》三节课，这三位老师的课堂结构完整，讲解重点难点非

常清晰，同时课堂氛围也非常活跃。三位老师巧妙地引导学

生思考，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主，让学生在课堂上获得了重

多的自主学习体验，同时也让我收获颇多。

袁娅琼老师的《有趣的食物链》这节课中设置了一个捕

食游戏，在游戏开始前，袁老师引导学生思考，制定什么规

则？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捕食到动物？这里就是在模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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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的动物捕食。这节课不仅仅是简单地吃与被吃的关系，

最后还回到了能量，通过学生深度参与思维活动，帮助学生

获得上位概念，同时又发展了学生的科学观念。

杨振老师的《像化学家那样》这节课通过蝶豆花水指示

剂来，让学生经历了像化学家那样研究成分和性质，教学目

的明确，环节紧凑，重难点突出，设计合理。这节课杨老师

的实验材料的呈现安排的非常巧妙，实验材料的趣味性和适

时性对保证实验数据准确性至关重要，所以杨老师将他的材

料分别放在了不同的信封里，每次实验材料的出现都让学生

有意外的感觉，但又不会让学生被材料干扰注意；材料既能

引起了学生的注意，又能引发学生的思考。杨老师在教学时

问学生：“你想知道什么？”引发学生思考，它是什么味道？

它有哪些组成成分？为什么颜色发生了变化？这是学生看

到一个未知的饮料想到的几个问题。接着阅读资料认识蝶豆

花，为后面的猜想和验证奠定理论基础。学生在看到柠檬水

中加入蝶豆花水变色，自然而然地就会提出蝶豆花水为什么

会变成紫色？这个实验现象说明了什么？这一个又一个的

问题抛给大家，引发了学生的思考，推动学生不断探究。心

理学研究表明，人有了期待目标，而且遇到了目标达成障碍，

问题才成为问题；没有对目标的期待，就不会有真问题。只

有学生在学习情境中发现了问题，学习才能真实发生。

钱亦城老师的《电磁铁》是利用暗盒来进行导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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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去激发学生的思考，促使他们去主

动的探究。这样问题化驱动学习的学习模式下，教师不再扮

演知识传授者的角色，而是成为学习的引导者和指导者，以

帮助学生在问题探究中逐步掌握知识和技能。这种教学方式

能使学生主动、积极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帮助他们批判性思

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钱老师在教学时还给学生提供了充足

的探究实践的机会和时间，培养他们的探究能力，也让学生

在课堂上获得了众多的自主学习体验。

通过这次活动，我认识到了通过具体教学活动实现科学

教育目标，强调了确定教学目标的重要性及选择适合的实验

材料对促进学生科学观念发展的作用。此外，采用积极的探

究方式和创设情境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和素养。

（江阴市敔山湾实验学校 吴丽玉）

培训心得

课堂教学的核心活动是思维，思维型课堂要围绕学科知

识结构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通过思维活动完成知识在头

脑中的自主建构，促进学生可迁移思维能力的发展，帮助学

生形成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能力。

思维型课堂要关注学生本位，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创设问题情境，基于学生视角组织教学活动，促进学生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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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发生和发展。高效的思维活动，不仅有利于学生的智

力发展，而且对学生的动机、信念、世界观等非智力因素的

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思维型课堂更要关注学生对学科知识的认知过程，通过

一系列的思维活动，使学生经历概念的建立过程。在科学探

究的过程中，教师要运用学科思维和学科方法，引导学生体

会学科本质，形成可迁移的思维能力，对学科学习产生良好

的情感体验，增强学习动机。

（江阴市峭岐实验小学 钟宸）

构建思维型小学科学课堂的探索之旅

在参加了以“课标背景下小学科学思维型课堂建构”为

主题的培训后，我对如何在小学科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科学

思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通过袁娅琼和杨振及其他老师的示

范课，以及郭老师和胡老师的评课，我获得了宝贵的教学启

示和反思。

《有趣的食物链》课程反思

袁娅琼老师的《有趣的食物链》课程通过观察和角色扮

演等活动，让学生深入探究生物之间的食物联系和能量转移。

这种教学方法有效地发展了学生的模型理解和建构能力，同

时也让学生体验到了人、其他生命和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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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也意识到，在引导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时，可以更深

入地引导他们思考食物链中每个生物的角色和作用，以及食

物链的稳定性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像化学家那样》课程反思

杨振老师的《像化学家那样》课程以学生喜爱的有色饮

料为切入点，通过模拟化学家的研究过程，让学生亲自体验

物质变化的规律。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通过设计一系列螺旋式的问题，促进了学生的主动思考

和探究。我认为，在未来的教学中，可以进一步丰富探究材

料，提供更多元的实验条件，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全面地理解

化学变化的本质。

评课关键点的理解

郭老师在评课时强调了教学目标的精准定位、实验材料

的准确性、探究活动的趣味性以及关键问题的引导作用。这

些关键点让我认识到，构建思维型课堂需要教师精心设计教

学活动，确保每个环节都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同

时，教师还需要灵活运用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

胡老师的评课启示

胡老师在评课时提出了基于真实情境的教学、启发式语

言的运用以及以发展学生思维为关键点的活动设计。这些观

点让我深刻理解到，科学教学应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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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真实情境的引入，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同时，教师应

善用启发式语言，引导学生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而不是简单

地传授知识。此外，教学活动的设计应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

力为核心，让学生在探究中不断构建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

总结

通过这次培训，我更加明确了在小学科学教学中构建思

维型课堂的重要性和方法。我将把这次培训中学到的理念和

方法应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努力为学生创造一个充满探

究和思考的学习环境，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同

时，我也将继续学习和探索，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为

学生的全面发展贡献力量。

（江阴市西石桥中心小学 江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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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无锡市教育局师资处、无
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办公室

发：各区县教研室（教师发展中心）、各学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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