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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学语文课程里包含许多科学元素ꎬ 科技馆可利用该类课文的特点进行科学教育活动

开发ꎮ 本文以江苏科技馆结合苏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课程开发的探究科学活动 «放飞蜻蜓» 为

例ꎬ 围绕着以课本进行开发的基本原则进行阐述ꎬ 剖析了该类活动开发和设计的特点以及该类

活动的具体操作实施ꎮ 全文对如何运用 “角色理论” “情境创设” 等方法化虚为实、 构筑情境、
点燃学生兴趣进行了论析ꎬ 论述了引趣、 激 (发) 探 (究)、 促思等环节设计ꎬ 强调动手探究

和亲身体验ꎬ 探讨了在活动中如何促成科技馆辅导老师、 校方语文老师、 学生三者之间的良性

互动ꎬ 为馆校结合开展该类科学教育活动作出探索性的尝试ꎮ

【关键词】 馆校结合ꎻ 语文课程ꎻ 科技馆ꎻ 科学教育活动

　 　 当前ꎬ 科技馆由展览教育为主转向以展

览教育和科学活动开发并重ꎬ 许多科技馆优

秀的科学教育活动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呈现出

来ꎬ 特别是馆校结合的科学教育活动正受到

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ꎮ 江苏科技馆近几年

来ꎬ 对学校教育做了深入调研ꎬ 结合苏教版

小学语文、 科学课中有关自然环境教育的校

本课程进行设计ꎬ 开发出系列结合校本的科

学教育活动ꎮ 现以结合苏教版三年级下语文

«放飞蜻蜓» 课文开发同名探究课为例ꎬ 浅

议科技馆结合学校语文课程进行教育活动的

开发ꎮ

一、 开展校本课程探究活动设计的意义

小学语文、 科学课等教材中有不少是以

科学知识作为教育背景ꎬ 校本课程开发对于

科技馆有着广阔的前景ꎬ 科技馆结合学校课

本进行入校科学活动开发ꎬ 具有多层次的意

义ꎮ 首先ꎬ 学校校本课程内容比较固定化ꎬ

教学形式相对单一ꎮ 科技馆利用校本课程进

行探究活动设计ꎬ 不仅可为校方提供新的学

习形式ꎬ 还能拓展课本上相关学习内容ꎬ 使

学生对校本课程学得更深入ꎬ 更激发对科学

的兴趣ꎮ 其次ꎬ 一次参加活动的班级人数ꎬ

往往多于在科技馆参加同类科学活动的人数ꎬ

而且探究活动可以在校内不同班级同时开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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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活动的人数同比馆内开展更具有规模效

应ꎮ 再者ꎬ 结合校本课程进行活动设计ꎬ 可

以扩大馆校间合作ꎮ 通过到校开展基于校本

课程开发的科学活动ꎬ 可加强馆校之间的联

系ꎬ 增进馆校间的了解ꎬ 便于馆方了解校方

科学活动的需求ꎬ 校方知晓馆方的科教资源

优势ꎬ 利于今后科技馆的科学实验、 科学表

演、 科普剧等其他形式科学活动入校园ꎮ

二、 结合语文课程活动设计的优势和

特点

(一) 语文课程充分考虑了儿童的认知

水平

由于语文课的有关内容多是根据该阶段

儿童心理和认知特点ꎬ 由教育方面的专家学

者编写ꎬ 并通过学校教学实践加以检验和验

证ꎬ 因此校本课程已经具有一定科学性、 方

向性、 实践性ꎬ 利用校本课程进行活动设计

可以减少活动设计的盲目性和主观性ꎮ

(二) 学生具有已有知识点

校本课程对于在校师生关注度一般较高ꎮ

例如语文课是学校基础课程ꎬ 学校师生对语

文课程通常十分重视ꎮ 语文课程中有关课文

内容老师课堂上常会向学生详细解读ꎬ 课文

涉及的科学知识点一般在校课堂上已向学生

介绍过ꎬ 学生对相关知识有一定了解ꎬ 积累

了一些的旧有知识和信息量ꎬ 学生可以很快

地进入相应知识圈ꎮ

(三) 异质性差别较小

虽然班级学生在知识认知、 思考能力、

语言表达上存在个体差异性ꎬ 但比较来馆参

加活动的孩子群体而言ꎬ 其年龄、 学习习惯

相对比较趋同ꎬ 同学之间相互了解程度高ꎬ

不需要进行破冰游戏、 团队建设等热身活动

就可以相互了解ꎬ 活动进程时间可以大大缩

短ꎬ 并且班级同学参与的热情、 积极性也比

社会上参加的儿童要高ꎮ 根据心理学家维果

茨基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 理论ꎬ 学习者和具有相似

背景与兴趣的同伴在一起学习的时候学习效

果最好ꎬ 课堂是与同伴交流的理想环境ꎮ[１]

所以在课堂上开展基于课本的科学活动ꎬ 更

能调动学生参与热情ꎬ 提高他们的积极主

动性ꎮ

(四) 班级老师的配合

与馆内科学活动不同ꎬ 一般班主任、 任

课老师能够在教室现场ꎬ 且班主任对于学生

的性格特征、 思考、 表达等行为习惯比较了

解ꎬ 班级老师在学生中一般也具有一定的威

信ꎮ 由班主任在活动现场配合ꎬ 不仅可以协

助辅导老师维持现场秩序ꎬ 而且可以在班主

任的帮助下有的放矢地调动学生气氛ꎬ 将活

动顺利推进并渐入高潮ꎮ

三、 活动设计基本原则

从教育学角度分析ꎬ 学生学习行为主要

由两部分组成ꎬ 即学生的动力机制和学生的

能力ꎮ 因此ꎬ 活动设计目标就是对内促进学

生生成对科学探索的动力ꎬ 对外生成学生分

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科学能力ꎮ 为此ꎬ 我们

在活动设计上紧紧围绕 “价值是基础、 创新

是关键、 量力是前提、 快乐是保证” ２０ 字方

针ꎬ 将其作为活动设计的基本原则ꎮ

(一) 价值是基础

满足学校提升学生科学素质的需求ꎬ 寻

找和发现学生对科学兴趣的诉求ꎬ 是探究课

«放飞蜻蜓» 活动设计的出发点ꎬ 也是开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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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的价值之基ꎮ 价值基础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ꎬ 首先体现在对学校的价值ꎬ 活动设

计要能够有效满足校方的学习需求ꎮ 我们在

设计之初就将探究课是否与语文课学习正相

关ꎬ 和课内学习能否建立有效联系ꎬ 能否帮

助学生对课本内容进行科学验证和科学解释ꎬ

可否拓宽课本的知识广度ꎬ 能否引导学生掌

握正确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作为设计的基

础ꎮ 其次显示科技馆的价值ꎬ 即展现科技馆

所具有的科学教育优势和资源ꎬ 能够补充校

方所不具有的教育形式、 教育内容和教育

理念ꎮ

(二) 创新是关键

结合校本科学探究活动的内容虽然源于

校本课程ꎬ 但绝不是课堂教学的翻版ꎬ 而是

运用多种教育形式进行创新ꎮ 在活动整体设

计上可以设计一个有趣的故事链条为明线ꎬ

以探究的科学方法为暗线ꎬ 重视教学方法的

渗透ꎬ 并以特殊教法为副线ꎬ 在活动中进行

巧妙穿插ꎬ 多种形式如表演游戏、 角色扮演、

互动访问、 动手观察体验等有机地配合ꎬ 使

之成为拓展思维的有效载体ꎬ 增加趣味性ꎬ

使科学思维可视化、 参与化ꎬ 引发学生参与

的好奇心ꎮ

(三) 量力是前提

即设计活动开展的可行性ꎮ 活动课程设

计时首要考虑探究过程难易程度ꎬ 活动是否

适合班级集体参与ꎬ 探究中的观察与实验对

场地是否有要求ꎻ 其次是活动经费是否充足、

实验器材是否安全且易于准备等多方面因素ꎮ

活动中需要的器材、 实验道具应安全易操作ꎬ

方便批量购买ꎬ 实验材料是否容易获得ꎬ 可

满足每组学生参与的需要ꎬ 以保证每组学生

都能通过操作实现亲身观察和体验ꎮ 同时需

要注意的是学校教学任务紧ꎬ 不允许也不可

能安排大量的时间给科技馆开展科学教育活

动ꎬ 因此科技馆在内容设计上应流程简便ꎬ

尽量将时间压缩在一节课内为宜ꎮ

(四) 快乐是保证

快乐是激发兴趣、 产生好奇心的重要法

宝ꎬ 科技馆的活动不同于学校课程设计就在

于重点放在兴趣引领上ꎬ 因此活动在设计上

要注意情境创设、 气氛渲染ꎬ 注意学生情感

的诱发ꎬ 提倡呼唤德育和美育的回归ꎮ[２]因此

活动在设计上始终要围绕让欢笑伴随学生ꎬ

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情感能不时 “外溢”ꎮ 我们

在活动中还设法渗透人文教育ꎬ 予以德的启

迪ꎮ 比如在学生观察蜻蜓幼虫 (水虿) 捕捉

食物时ꎬ 我们提醒孩子们要共同分享观察结

果ꎬ 互相帮助ꎬ 在观察时要有呵护生命的环

保意识ꎬ 不要伤害水虿ꎮ

四、 活动的操作化设计

(一) 探究活动的选题

结合语文课程进行探究活动设计ꎬ 主要

从语文课本中有科学题材的课文进行选择ꎮ

在前期教案设计时可结合馆校各自的特点和

优势ꎬ 以教材为凭借、 以学生认知水平为依

据、 在心中有科技馆特色、 胸中有学生兴趣

需求的前提下选定探究课的主题ꎬ 进而设计

出具体明晰、 可行有效的探究活动教案ꎮ 以

苏教版三年级下语文课 «放飞蜻蜓» 为例ꎬ

课文中陶行知先生对孩子进行教育ꎬ 让孩子

们懂得观察蜻蜓ꎬ 了解蜻蜓习性进而保护蜻

蜓ꎬ 本身就体现了探究科学ꎬ 爱护环境的科

学思想ꎮ 考虑到我馆曾做过昆虫类的探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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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孩子们对蜻蜓比较熟悉但对蜻蜓幼虫即

水虿的习性不太了解ꎬ 且初夏季节在馆旁古

林公园的水塘里可以找到大量水虿ꎬ 因此我

们将探究课程选题就定为 «放飞蜻蜓»ꎮ

(二) 以学生的角度设计探究活动

学生是探究活动面向的对象和活动施教

的主体ꎬ 促进学生知识的获取、 科学思维的

发展和科学兴趣的生成是探究活动设计的总

航标ꎮ 鉴于学生和科技馆辅导老师之间存在

阅历、 知识、 心理、 情感等诸多方面差异ꎬ

如不以学生视域和心理角度进行教案设计ꎬ

则会出现俯视过多ꎬ 平视不足ꎻ 细之不足ꎬ

粗之有余ꎻ 知识太多ꎬ 趣味太少ꎮ 仍以设计

«放飞蜻蜓» 探究课为例ꎬ 笔者作为教案设计

者ꎬ 就曾甘当 “旁听小学生”ꎬ 与南京多所学

校的三年级学生一起旁听语文课 «放飞蜻

蜓»ꎬ 了解老师上课的方式方法ꎬ 观察学生上

课时的心理特征及情绪变化ꎬ 以及对蜻蜓知

识点的反映情况ꎬ 从而力图在教案设计中能

准确把握学生的兴趣点、 认知疑难点、 动情

点等等ꎮ

(三) 构筑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

在探究活动中ꎬ 应考虑情境的创设和构

筑ꎮ 通过仿真设置情境ꎬ 让学生有一种 “亲

临” 的感觉ꎬ 可将抽象概念具体化形象化ꎬ

还原感受激发兴趣ꎮ 参加探究活动的三年级

小学生ꎬ 他们形象思维活跃ꎬ 但理性抽象思

维相对较弱ꎮ 如果通过构筑情境ꎬ 使他们通

过情境再现和角色表演互动的方式参与其中ꎬ

通过情景再现去加深理解ꎬ 并利用自己扮演

的形象加深活动的感受体验ꎮ

因此ꎬ 我们在活动中设计了几组情境ꎬ

根据语文课 «放飞蜻蜓» 讲的是民国时期大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向孩子们讲述如何观察蜻

蜓、 介绍蜻蜓、 放飞蜻蜓的故事ꎬ 我们开场

设计了民国时期的陶行知再现ꎬ 拉近孩子们

和课文的距离ꎮ 由于在知识整合认知机制中ꎬ

提出观点被认为是认知机制的四大过程之一ꎮ

因此帮助孩子们提出自己的观点ꎬ 以个性化

的方式予以呈现ꎬ 是运用情境进行展现的手

法之一ꎮ 我们在探究活动中创设了采访情境ꎬ

让孩子扮演 “小记者” 采访 “大科学家”ꎬ

准备仿真采访话筒和玩具摄像机ꎬ 让孩子们

通过扮演记者和科学家ꎬ 将活动中的观察问

题和探究思考的结果通过采访的形式ꎬ 运用

语言表述进行外化ꎮ[３]

(四) 设计应驭繁于简ꎬ 线索明晰

结合语文课程设计科学活动ꎬ 首要考虑

活动场地———教室和时间的制约ꎬ 因此活动

所涉及知识点应少而精ꎬ 不能泛而杂ꎬ 要简

化活动知识点和相关内容ꎮ 在设计上紧扣课

本中的科学内容ꎬ 利用 “概念漏斗” 将相关

知识点逐层过滤ꎬ 留下与课文紧密相关的知

识点ꎮ 在设计的过程中逐步收窄ꎬ 渐进 “聚

焦”ꎬ 然后根据知识点设计最佳的探究问题和

相关形式ꎮ 同时要注意使活动连贯有序ꎬ 可

设计一条故事主线贯穿活动始终ꎮ 根据 «放

飞蜻蜓» 课文中涉及的蜻蜓吃什么ꎬ 蜻蜓尾

巴的作用ꎬ 我们将课程内容设计为探讨蜻蜓

点水的原因 (观看视频) →蜻蜓幼虫生活环

境→蜻蜓幼虫吃什么 (分组观察) →蜻蜓幼

虫变成蜻蜓 (观看视频) →说说蜻蜓尾巴的

作用 (我形我秀)ꎬ 从蜻蜓的尾巴 (产卵)

开始ꎬ 到蜻蜓尾巴 (交配产卵) 结束ꎬ 构成

一个蜻蜓一生的完整循环ꎮ 限于时间关系ꎬ

我们将其余关于蜻蜓的其他知识点改成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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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好的学习单留给学生课后思考完成ꎮ

五、 活动开展中的引趣、 激 (发) 探

(究) 和促思

(一) 导入引趣使课伊始趣已生

在活动开始时就要让孩子们的兴趣产生

出来ꎮ 在 «放飞蜻蜓» 探究课上我们设计辅

导老师以课文中的 “陶行知先生” 的形象出

现ꎮ 为此ꎬ 辅导老师专门借来科普剧组的民

国长衫ꎮ 为了配合情境的导入ꎬ 辅导老师事

先与班主任沟通ꎬ 班主任在探究课开始前就

介绍说ꎬ 同学们ꎬ 我们刚刚上过语文课 «放

飞蜻蜓»ꎬ 大家是否还有印象? 今天我们跨越

时空ꎬ 专门请来文章中的陶行知先生ꎬ 他将

继续为我们讲述 «放飞蜻蜓»ꎮ

(二) 激发探究让课渐进趣愈浓

在课堂探究过程中ꎬ 观察实验与激发探

究是探究活动的重点ꎮ «放飞蜻蜓» 活动中辅

导老师先让前排学生转身和后排同学构成一

组ꎬ 辅导老师分别发给每个小组装有水虿的

烧杯、 装有小鱼、 水草和孑孓的玻璃皿ꎬ 学

生按照要求用吸管将小鱼孑孓等分别吸取到

装有水虿的烧杯中ꎬ 进行观察对比ꎬ 并记录

结果ꎮ 根据探究结果ꎬ 每一组学生可自愿分

别扮演 “科学家” 和 “记者” 进行科学采

访ꎮ “记者” 手持模拟制作的话筒ꎬ 根据实验

结果和原因对 “科学家” 进行相关采访ꎮ 这

样将严谨的观察和记录结果ꎬ 以有趣的情境

模拟展现出来ꎬ 使探究活动不断走向深入ꎮ

(三) 运用表演让高潮处显促思

根据 “角色理论”ꎬ 学生喜欢自己班级同

学的表演ꎬ 尽管他们的表演技巧比较稚嫩ꎬ

可是一旦鸣锣开演后ꎬ 学生还是会津津有味

地观看ꎬ 并全神贯注地投入ꎬ[４]而且更能促进

他们思考ꎮ 在 «放飞蜻蜓» 活动中ꎬ 我们考

虑通过探究活动孩子们对蜻蜓的生活习性有

所了解ꎬ 因此在活动结尾让孩子们先思考再

以自由发挥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ꎮ 我们专门

安排了 “我形我秀” 环节ꎬ 让每个小组推选

一男一女两名代表ꎬ 分别扮演 “蜻蜓小姐”

和 “蜻蜓王子”ꎬ 让 “蜻蜓王子” 通过自我

讲述和 “蜻蜓小姐” 的伴舞及展示动作表演ꎬ

说说蜻蜓尾巴的作用ꎬ 回顾蜻蜓的一生ꎮ “蜻

蜓王子” 在自述过程中可以自由选择表述形

式ꎬ 辅导老师准备快板、 ｒａｐ 的配音、 手鼓等

工具ꎬ 让 “蜻蜓王子” 可采用快板、 ｒａｐ、 说

唱等艺术化的形式ꎬ 组内其他同学则作为拉

拉队ꎬ 可以上台补充ꎮ 通过 “我形我秀” 的

最后一个环节的设置ꎬ 将探究课堂的高潮变

为学生的秀场ꎬ 使科学与艺术相互碰撞ꎬ 将

趣味放到最大化ꎬ 使思考得到最大升华ꎮ

六、 活动中辅导老师与校方老师的作用

(一) 聚集能量ꎬ 促思引趣

科技馆辅导老师在活动中要能投石激浪

撞击火花ꎮ 针对在活动可能出现学生沉默、

思考等状况ꎬ 辅导老师要善于选准石块如激

发兴趣的提问、 动作或幽默的语言等ꎬ 巧妙

地投掷ꎬ 激发兴趣或鼓励参与的孩子们尝试

挑战ꎮ 辅导老师在活动中要巧妙设立引发点

或者点化处ꎬ 捕捉孩子们思维训练的契机ꎬ

帮助学生自然而然地将 “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转化成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ꎮ 同时由于小学生思维深度有限ꎬ

但是想象力丰富ꎬ 辅导老师要引导学生多角

度联想ꎬ 多线索联系ꎬ 多维度延伸ꎬ 多方面

思考ꎮ

７４



(二) 活用语言

开展活动时辅导老师应让自己的语言具

有以下的特点: 一儿童化ꎮ 不同时代有不同

时代的儿童语言特征ꎬ 依据儿童语言特点、

心理特征甚至当下校园流行语进行语言设计ꎬ

使语言具备 “孩子腔”ꎬ 自然流露体现出教者

的一颗童心ꎬ 让自己语言在使用时能拉近与

孩子们的距离ꎮ[５]辅导老师如童心可掬ꎬ 学生

自然兴趣盎然ꎮ 二趣味化ꎮ 辅导老师应善于

准确使用比喻、 夸张、 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

趣话语言ꎬ 善于使用幽默诙谐的语句并能够

恰当地配合使用表情和肢体语言ꎬ 使阐明科

学原理时通俗易懂ꎮ[５]三亲切感ꎮ 辅导老师在

指导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特点的孩子ꎬ 或

调皮有余ꎬ 或内向沉默ꎬ 因此指导老师需要

语气温和ꎬ 语言亲切ꎬ 耐心细致ꎮ

(三) 辅导老师和班级老师相辅相成

辅导老师不是学校老师ꎬ 但同样需要了

解学生ꎮ 校方老师可提前介绍让辅导老师对

班级同学有个大概了解ꎬ 清楚整体学生特点

和个别同学特质ꎬ 从而把握好个性与共性ꎬ

在开展过程中便能有的放矢又可游刃有余ꎮ

比如辅导老师可以事先了解班级一些调皮的

男孩的外号ꎬ 对于这些孩子可以使用外号提

问ꎬ 增加亲近感ꎬ 调动积极性ꎮ[６]

在活动中有时会因为儿童的思维过于活

跃、 想象力过于丰富ꎬ 热情高涨而使活动出

现偏离ꎬ 秩序需要维持等情况ꎮ 这时辅导老

师要随机应变ꎬ 及时捕捉到情况发生的苗头ꎬ

尽量在不破坏孩子的热情的同时ꎬ 巧妙将活

动转回到预先设计好的活动步骤上ꎮ 如果场

面一时难以控制ꎬ 辅导老师可与班级老师相

互配合ꎬ 班级老师提示班干部迅速维持秩序

使活动走向正轨ꎮ

与在科技馆内开展活动不同ꎬ 科技馆进

学校教室里开展该项活动ꎬ 班级学生多ꎬ 时

间短ꎬ 教室环境封闭ꎬ 因此在活动设计时既

要参照学校的教学模式ꎬ 又充分结合科技馆

的资源优势和教育特色ꎬ 在活动设计中力求

巧妙构思ꎬ 创设情境ꎬ 化虚为实ꎬ 趣中生奇ꎬ

运用 “角色理论”、 “情境创设” 等方法ꎬ 使

学生智能的火花时时迸发ꎬ 处处大放异彩ꎮ

在活动中辅导老师也要及时捕捉学生反应ꎬ

着意运用语言ꎬ 将活动精彩之处尽量放大ꎬ

使活动过程中不断让学生感受新鲜和体验ꎬ

不断让学生产生向往和期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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