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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观念是素养基础；
科学思维是关键能力，是素养核心；
探究实践是关键能力，是主要途径； 
态度责任是必备品格，体现素养方向性。





一、问题导向：明确教学目标

利用一张A4白纸，你有办法让它承
受一本书，并且离桌面15厘米以上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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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驱动：激发主动学习
（一）注重问题的情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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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会导电吗？

这样一则社会新闻：海南突降暴雨，一学
生在趟水的时候路过电线杆，突然触电倒
地，幸好经抢救后脱离生命危险。新闻中
的学生为何会在水中触电？



二、问题驱动：激发主动学习
（二）注重学生的主体性

《冷热与温度》

以易于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方向着手，加强科学活动设计方案的“驱动力”。



二、问题驱动：激发主动学习
（三）注重思维的进阶性



二、问题驱动：激发主动学习
（三）注重思维的进阶性

探究空气的成分及性质



三、学习实践：培养实践能力



三、学习实践：培养实践能力



项目名称 常规教学 实践性学习

探究水的导电
性

1.课堂导入（导体和绝缘
体的定义）
2.小组讨论（水是不是导
体？）
3.合作探究（检测自来水、
纯净水、盐水的导电性）
4.联系生活（自来水是导
体，我们在生活中如何安
全用电？要注意什么？）

1.情境设置：一则社会新闻（海南突降暴
雨，一学生在蹚水的时候路过电线杆，突
然触电倒地，经抢救后脱离什么危险）
2.驱动性问题：新闻中学生为何在水中触
电？你认为在纯净的水中加入哪些物质会
变成容易导电的水？
3.选取各种材料，开展探究活动
4.学生汇报（加入哪些物质使纯净的水变
成会导电的水？它们有什么共性？）
5.设计制作（利用会导电的水设计并制作
水位警报器）
6.作品展示
7.项目评价反思
8.发现新问题，展开新的项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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