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在小学科学教学中贯穿环保教育
◇杨桂珍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El益严峻的环境问

题也摆在了人们的面前：空气污染、地球变暧、洪水泛滥、土

地沙化、森林植被锐减、沙尘暴肆虐等等。因此保护和改善生

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全世界人民迫切而艰

巨的任务。而作为一名科学教师，更是肩负着培养青少年环保

意识和参与能力的重要职责，让他们从小就懂得人与自然要和

谐相处，人类才能科学持续的发展，否则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

罚。本文就是在此背景下，借助科学课这个平台，探讨在小学

科学教学中如何贯穿环保教育的一些方法。有不当之处，敬请

专家评委老师批评、指正。谢谢!

关键词小学科学环保教育

国家教委联合印发的《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指

出： “环境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教学文化素质

(包括环境意识)的基本手段之一。”小学环境教育是素质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学校教育，提高青少年的环保意识，

增强他们的环保参与能力，已经成为小学科学教师的重要任

务。将环保教育贯穿到知识的教学中，让学生在探究活动和课

外实践活动中不断提升。

一、在课本知识中贯穿环保教育

小学科学课涉及到科学探究、生命世界、物质世界、地

球与宇宙这几大领域，教学中常常会遇到明显或不明显的环保

题材的学习内容，在备课时，我们就要有环保意识，在准备教

学活动、学习材料或实验材料时更要考虑、设计与学生年龄特

点、心理特点等相适应的环保活动。在课堂教学中，当进行到

与环保有关的环节时，要自然而然地将环保教育贯穿到教学材

料、师生活动中。如在学习三年级上册“认识木头”这个内容

时，我让孩子们阅读教材： “一棵成材的树木在自然界至少要

生长十几年，由于环境污染和人工采伐，世界上的森林正在急

剧减少。”此时出示河流变黑、垃圾成堆、过度砍伐、土地沙

化的视频。然后提问：森林减少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

做才能使森林减少得慢一些或不减少?引导孩子得出结论：不

污染环境，多种树，少用木材，如少用或不用一次性筷子等。

我还编一些有关的顺口}留让孩子朗读：

天变蓝，水变清，白色垃圾人人清。

杀动物，砍植物，地球穿着破衣服。

树枯了，叶黄了，森林妈妈受伤了。

多种树，多种草，自然灾害就会少。

一次性，我不用，保护环境看行动。

通过这些感性材料的观看，让学生深刻地体会到破坏环境

的危害性，从而培养学生爱护植物保护环境的情感。

又如，在四年级学习“远离噪声”这一内容时，可以从

“噪声的危害”这一点出发，让同学们切实感觉到噪声是一种

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很不利。课前可以录制大街上的各种噪

声，如汽车的鸣笛声，人们的喧哗声，机器的轰鸣声，商贩的

叫卖声。当讲到美妙的声音能让我们感受到舒服时，播放一段

优美的音乐，这时学生们都沉浸在欢乐愉快的氛围中。接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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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换成了录制好的噪声，不绝于耳的叫卖声，各种汽车的鸣

笛声，工地里机器的轰鸣声⋯⋯学生就会感觉很难受，烦躁不

安。这时教师便可抓住时机，讲解噪声的危害，让学生认识到

噪声也是一种环境污染，如果人们长期生活在这种噪声很大的

环境中，不但会心情烦躁，休息不好，还会导致听力下降，甚

至会神经衰弱。为了使我们的学习生活环境不受到噪声的危

害，在教室内、电影院等公共场所不要大声喧哗。通过这样的

渗透教学，将环境保护的种子播撒在学生的心田。

再如，六年级下册“环境和我们”整个这一章都是对学

生进行环保教育的素材，调查自家的垃圾一天有多少?可分成

哪几类?怎样处理?怎样回收再利用?同样调查自家一天用了

多少方水?为什么各家一天的用水量不同?人类的哪些活动会

产生污水?怎样处理这些污水才能被重新利用?考察家乡的自

然水域是否受到污染并提出治理建议。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可

以组织学生实地考察、调查、取样(如水样)，观察样品，用

仪器检测样品，再分析整理，写出考察报告。并以此为一手资

料，在教师的指导下，写出相应的环保小论文。通过这些活

动，使学生认识到水污染主要是人类的活动引起的，而水污染

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还关系到其它动植物的存亡。这

样保护家乡水环境的意识和责任感就更加强烈了。

二、在探究活动中提升环保意识

在科学教学中，科学探究是学生最感兴趣的环节。它可

以使学生体验到探究的乐趣，获得自信并形成正确的思维方

式。教师可以把科学探究活动与加强环保意识结合起来，让学

生从自我动手中构思、设计环保装置，通过动手实验，既可以

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独立工作能力，又可以培养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如在六年级下册“一天的生活用水”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比

较科学、准确的测量、统计自己一天的用水量，我在课前就指

导学生自制量筒，并教给学生测量和记录的方法，要求每个孩

子在课前测出自己一天的生活用水量。或先指导学生学会水表

读数，通过查看水表用水前后的读数，就知道全家人一天的用

水量，再用这个用水量除以家里人口数，就能算出大致的个人

用水量(强调安全、细心)。还布置有条件的学生从网上或从

书本中查阅“我国水资源状况”的有关信息。通过以上环节，

培养了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及收集整理信息的能力和一丝不苟

的科学态度。本节教材还设计了一个“刷牙”的对比实验，这

个实验不做，学生也能得出结论。但是，孩子虽然能认同这种

差异，却不一定能知道这种差异到底有多大，在没有一定感性

认知之前，是很难达到“要在行动上引起重视”的共鸣的。所

以我觉得这个实验不能省，可以在科学实验室里做。结果做下

来，用水量差距较大，这就更有说服力和震撼力了。节水的意

识就大大提升了。通过此实验也说明：我们人类和其它生物是

离不开淡水的。但是地球上的淡水是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

呢?请资料收集小组的同学汇报我国淡水资源的状况。然后教

师演示切苹果：把一个苹果平均切为十六份。师讲解：据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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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潜能是自己挖掘出来的
◇王燕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潜能，无论是作为老师还是家长，都

希望尽可能的挖掘出孩子各方面的潜能。其实，我认为这只是

我们成人的单相思罢了，要真正挖掘出孩子的潜能还得靠她们

自己。

我现在任教二年级两个班的数学教学，其中三班的数学科

代表在上学期给了我莫大的惊喜和感悟。记得当时在竞选数学

科代表时，由于她学习踏实认真而被大家推选为数学科代表，

当时我还有点担心：她虽然学习认真，但成绩总在中等层次，

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吗?她虽然做事细心踏实，但不够大气，

能把科代表的职责履行到位吗?可这是孩子们自己推选的科代

表，我又不可能让她还没上任就直接被“下课”了，于是我还

是尝试着交给她相关的任务。

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她对于科代表

的任务完成得不太让人满意：上课了视频展示平台还没打开；

做作业时才发现课堂作业本没发；下午快放学了该整理的作业

本还没整理⋯⋯每当出现这些情况时，我都会悄悄的提醒她，

并默默的告诉自己：孩子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当然，她也有

做得好的时候，这时我就抓住时机，狠狠的鼓励一番： “同学

们真没选错人!” “你进步可真快，没人提醒就把事情做好

了!” “你真是老师的得力助手，主动提醒同学们按时上交作

业本!”⋯⋯

一段时间过后，我惊喜的发现夏晓西同学真的变了：不再

需要别人的提醒就能把科代表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了；学习上虽

然发言还不算最积极的，但敢于经常举手了；最让我惊讶的是，

有两次单元测查她都得了满分(以前虽然成绩也不错，但算不上

班上最好的)，当然，她得到的又是老师的表扬和鼓励。

夏小西同学的变化给了我一个感悟：孩子的潜能是自己挖

掘出来的。

首先，责任的驱使让孩子学会了自控和上进。一个孩子，

只要担任了班级管理中的任何一个职责，从心里来说都是想把

它干好的。有了这份责任的驱使，默默的就会制约他的一些不

良行为，反之，正能量也会渐渐的在他心里储存起来。正如夏

小西一样，她要做好科代表必须要以身作则，首先要自己学习

好、习惯好，只有自己做好了，才能去管别人。久而久之，她

这方面的潜能就被最大化的挖掘出来了，成绩也就不断提升。

其次，鼓励和信任让孩子有了自信。一位教育专家说过：

如果孩子生活在鼓励和信任中，他便学会自信。在校的学生更

是渴望得到别人的表扬和信任，一个关注的眼神，一句鼓励的

话语，一个微微的颔首就能激起他们的兴趣与热情。因此，我

们应以人为本，满足学生的这种心理需求，善于运用多种激励

手段，帮助他们体验成功的满足与快乐，从而建立起自信。夏

小西同学身为一名性格比较内敛的数学科代表，如果不是同学

们的信任和老师的鼓励，我想，她也很难把自己这方面的潜能

发挥到如此程度。

因此，我认为孩子的潜能不是靠家长或老师来挖掘，而是

在责任的驱使和别人的鼓励下自己挖掘出来的。

(作者单位：重庆市巴南区南泉中心小学校)

家研究调查发现，假如把一个苹果看作全球的总水量，而真正

的可饮用水只相当于十六分之一苹果片上的一层薄薄的苹果

皮。教师由此引出节水标志，并让孩子们谈谈对这个图标的含

义是怎样理解的?此时孩子们的思维达到最高潮，这时可以指

导一些学生写一份节水倡议书(要切实可行)，课后张贴到校

园和社区的宣传栏，或在学校广播站进行宣传，号召全校师生

或社区的人们及自己的家长一起节约用水，保护环境。也可以

课后让学生创作一些节水宣传画，张贴在用水处。通过生动形

象的切苹果实验及节水倡议书等活动，节水意识在孩子心中就

根深蒂固了。

在学习污水处理的内容时，我依然让孩子们在课前用矿泉

水瓶子和细沙按教材上的图示自制简易过滤装置，便于课上做

净化水的实验。通过亲自动手操作，无论效果如何，在孩子的

脑海里应是留下烙印的。

三、结合生活实际，师生践行环境保护

科学课是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的重要平台，在这个平台

上，学生的环保意识随着课程的进行而不断地增强，随着活动

的开展而不断的深化，那么最重要的是要春风化雨，落实到行

动上。因此作为一个科学教师，首先要做好表率，潜移默化地

影响学生。要时刻警醒自己：不乱扔果皮纸屑，不乱吐1：3痰，

不乱排污水，垃圾分类投放，自己的讲台和办公桌要干净整

齐。实验操作中的废水、废物要规范处理。要尊重环卫人员，

爱护校园的花草树木，节约水电。外出旅游要爱护景区环境，

不乱写乱画，不吃野生动物，少开车，尽量环保出行，使用可

降解的环保制品，少用一次性筷子及纸巾，多用毛巾或手帕等

环保用品。在公共场所不高声喧哗，电视、音箱等设备尽量不

影响别人。配合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爱鸟周等节13开展一些

有意义的活动，如环境知识讲座、竞赛、报告会等。看到破坏

环境的人和事要预以坚决的提醒和制止。要求学生也能尽量做

到以上大多数条款。

总之，在小学科学的教学中，应以教材为素材，以活动

为载体，以学生为主体，以生活实际为典范，因地制宜地贯穿

环保教育，将学校、家庭和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学生多参

与、多观察、多思考、多落实，不断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环

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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