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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随着初中新课改的进行，科学探究的思想和方法贯穿于初中理科教学始终。经过新课改的实践，

我们突出感到，尽管现有初一年级学生在小学阶段通过对《小学科学课程》的学习获得一些浅显的

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初步在科学习惯、技能等方面有所发展和提升。然而，一方面以这样一种常识

性、感性化的科学认知水平让他们一下子去面对严格分类，且自成体系的各个自然科学学科，特别

是讲究科学探究活动的初中理科的学习，往往难以适应，形成所谓小学科学与初中分科的科学课程

的衔接难题。虽然不少教师为了削平这一理科学习的过渡台阶，采取不少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但

问题并未获得根本解决；另一方面，初一年级新生正是处于长身体、长智慧的阶段，他们的思维极

其活跃，对新事物，尤其是各种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心，有一探究竟的冲动，而我们的多数自然学科

却安排初二、初三，这就使他们的科学认知潜能不能及时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以至于原有在小学

学到的理化知识也因长期不用而逐渐遗忘。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在初一阶段就开设同时兼顾理化生内容、与小学科学衔接的综合理科课

程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未能找到一个既兼顾小学和初中科学内容衔接，又能与现行教育

体制相适应的有效教学途径或突破口。 

二、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切入点 

我们的课题抓住了初一年级在小学科学课与初中理化生分科的科学课程的知识衔接和学法衔接

这样一个空挡，从 2007年起我们课题组开始尝试开发以组织学生兴趣的科学探究活动为切入点，循

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的校本课程。我们把对课题的研究定位于开发和实施校本课程《初

一年级科学探究课》。主要内容包括：建构初一年级校本课程——科学探究课的开发与实施模式的研

究，构建体验式科学探究的有效教学模式。 

我们的做法是：保留目前理科教学的分科教学，在初中一年级开展不以知识传授为目的，又适

当融合各学科特点的科学探究活动，为初中二、三年级学生开展科学探究活动做好知识和技能上的

准备，为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和综合实践活动打好基础，进而形成初中生的部分科学选修课程，为

发展学生的各种兴趣爱好做好资源基础。 

三、国内外同类问题的研究现状 

在确立了研究课题后，课题组老师进行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调研。 

在青少年中进行科学教育受到世界各国科学教育界的普遍重视，特别是科学综合课程，大部分

国家和地区都已开设，而且搞得非常成熟，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沿袭了当时前苏联的教育体制，一直是分科的理科学习体制。为什么体现理科教学融合的

中学“科学”课程教改实验受到冷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未能找到一个既兼顾小学和

初中科学内容衔接，又能与现行教育体制（尤其是中、高考体制）相适应的有效教学途径或突破口。 

根据上述文献查阅和调查，我们认为，像这样一类以学科知识融合为特征，渗透大科学观的综

合性科学课程，要想真正取代传统的理化生学科的地位，无疑是一个耗时巨大的系统工程，这不应

该是我们当前努力的方向。因此，设法在保留目前理科教学分科进行的基础上，开展不以知识传授

为目的，又适当融合各学科特点的科学探究活动不失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做法。 

四、课题研究过程 

（一）课题《关于在初一年级开始科学探究课的研究》的研发过程 

1．成立组织，提供保障 

为了更好的进行课题研究，我们成立了以课题组组长、课题核心组成员参加的课题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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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校本课程开发的参与成员，进行校本课程开发的前期准备。 

2．专家讲座引路，明确研发方向 

课题组成立伊始，我们先后聘请了市、区级有关教学及校本课程专家秦晓文、李群、陆志望等

对课题组老师进行了培训和辅导，提升了课题组老师的理论认识，逐步增强了课题组老师对校本课

程开发的信心，逐步理清了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程开发的思路，使校本课程《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

得以顺利实施。 

3．编写课程纲要，构建课程体系，丰富课程内容 

我们经过深入调研，进行需求分析，根据学校教育教学资源状况、教师特长和学生成长需要，

我们研发了以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为核心内容的校本课程体系。撰写了《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的课

程纲要》，开发了初一年级综合实践活动，丰富了课程内容。 

在实施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的过程中，我们将国家级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进行有机结合，

边实施、边研究、边改进，开发课程，探索出实施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有效的教学方式。 

五、课题研究成果 

（一）校本课程《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的开发与实施 

本课题经过近三年的深入研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主要内容有： 

1．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初中一年级科学探究课程开发的指导思想：体现新课程的“以

学生为本”的思想，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初一年级开设科学探究课程的定位： 

培养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的入门课程，小学科学和初中理化生分科教学知识衔接和学法衔接为

目的科学探究的方法学习。 

2．编写课程纲要、开发课程：开发出特色鲜明的校本课程《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近 30 节，

自编了《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校本课程纲要，自编了《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校本课程的教学设

计、案例集，构建了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程体系，编写了《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的校本教材。 

3．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的有效教学模式：构建了以体验式科学探究为基础，结合科技活动等多

种课堂教学模式，我们的课题从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到成为学校的校本课程研究，完成了从设计到

教学实践的跨越。 

4．开发课程资源：根据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的需要，充分利用学生身边的日常生活用品，组织

学生开发了系列科学小实验，丰富完善了实验室教学资源，建立了小型科学图书馆，这些资源为初

一年级科学探究课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5．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每年 30 节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为九十四中的每一位初一学生提供了

科学探究的平台和机会，丰富多彩的科学探究活动使整个初一年级充满了科学研究的热情和活力，

学生科学探究的能力显著提高，老师与学生成为科学探索之路的亲密伙伴。 

（二）提高学生科学探究技能的有效教学策略 

新课程标准中对学生的科学探究技能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但由于科学探究作为一种教学方

式和学习方式进入中学理科教学的时间短，教师普遍对科学探究技能及操作程序比较陌生，对如何

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技能缺少有效的教学经验。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研究进展，

主要成果有： 

1．在科学探究课的教学实践中，吸收先进教学的经验，提炼出科学探究所需要的基本技能以及

相关操作程序，为学生进行科学探究提供了系统、具体的指导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1）科学探究 7 要素的训练、科学探究的基本方法训练。这部分内容包含了在初中理科进行实

验探究所需要的基本技能以及相关操作方法。 

（2）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中的科学探究案例及评析、初一年级科技实践活动案例及评析等。这

些案例既有课堂内的探究案例，也有课外的科学实践活动，形式多样，贴近学生实际。案例的撰写

进一步提高了学生学习探究方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部分内容为学生的探究学习提供了范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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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指导学生提供了具体建议。 

2．针对科学探究教学中的典型问题，在实践基础上总结了探究活动的设计、资源的选择与利用、

探究活动的指导、探究活动的时间控制等问题的解决策略。主要内容包括： 

（1）针对科学探究教学中的盲目和无序现象，研究总结了以问题为基础、以科学体验为导向的

设计探究活动的教学策略以及围绕科学探究的 7 要素选择科学知识内容的策略，并形成了相应的案

例。 

（2）针对教学资源不足、科学探究与日常应用脱节等问题，研究总结了利用学生身边的日常用

品进行探究活动的教学策略以及开发低成本实验资源支持学生的探究学习的策略，自主开发了了初

中一年级科学探究课的实验器材和演示实验器材，自主开发了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的教师演示实验

和学生分组实验，创建了小型科技活动室。 

（3）构建了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体验式科学探究的有效教学模式，通过情景创设，把发现

问题、猜想假设、设计实验、进行实验、小组合作、讨论，解决问题方案等作为学习的内容交给学

生。在初二及以后年级作为学习学科知识的策略性知识。 

六、课题研究效果 

（一）考虑学生需求、与学生共同开发、参与科学探究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科学素质 

1．全员参与科学探究活动，培养学生科学探究方法 

2．学生借助科学探究课程中学习的方法，提升了学习、研究能力 

自从这一校本课程开设以来，我校已有近 1000名的学生学习了科学探究的基本技能和方法，学

习能力显著提高。这些学生在初二物理、初三化学等理科学习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动手能力和对科

学研究的认识。特别是进入初三年级，在面对难度相对较高的知识时，学生们对于科学的热情和信

心成了他们投入和坚持的动力。 

几年来，我们追踪了不少在初一年级科学探究活动中表现优秀的学生，他们在进入初二、初三

年级的理科学习中，动手能力强，实验探究成绩优秀。 

3．成立研究性学习小组，彰显学生个性 

课题组老师除了完成校本课程——科学探究课外，积极带领初一年级学生进行科学实践活动，

组织了多个研究性学习小组，利用业余时间带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先后完成了《柿子脱涩》《鼠妇

盒的调查》等研究性学习课题，深受学生喜爱。课题组创建立了科学图书馆，供学生阅览、借阅和

学习。 

（二）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促进了教师专业的发展 

1．提升了教师的课程意识。 

以《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校本课程建设为载体，课题组的老师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研究中

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生成资源，编写了《校本教材——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一册、课

题研究集锦《课题研究报告、研究过程集》、《学生作品集》、《教师成果集》和《课题研究照片选录

集》各一册。15 篇论文、教学案例及《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课例在部、市级论文征文中均获奖。

这一过程中，老师们的课程理念、课程意识、课改思维、教学水平都有明显改进，达到了为国家课

程服务的目的。 

2．在课题研究中老师课程开发和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通过三年多的研究和开发，课题组成员共上了 30节左右的科学探究的研究课、公开展示课，全

面促进了校本课程《初中一年级科学探究课》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促进了初中一年级科学探究课任

课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3．课题研究成就了一批优秀教师 

课题的研究和实践成就了九十四中学一批“科学探究教师”，孔德英老师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形

成了轻松有效的教学特色，2006年 6月 15日北京电视台 BTV—9以“轻松物理”为题报道了孔老师

的教学特色，2007年朝阳区教委组织了孔德英教学特色研讨会，推广孔老师的“体验、探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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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经验，主持课题后，和课题组老师一起研究、构建了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体验式教学体系。

青年教师孙燕南、张桐、薛玉晶和周立轩通过参加课题研究，不断对教育教学工作做出自己的思考

和探究，丰富的教科研活动，使青年教师的成长如虎添翼，孙燕南老师 2012年被评为朝阳区骨干教

师，张桐教师 2012 年被评为朝阳区优秀青年教师，薛玉晶教师 2011 参加朝阳区青年教师基本功大

赛，获得朝阳区一等奖。 

（四）成果传播及应用 

2010 年 12 月后，我们的课题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我们便开始边研究边传播、边应用，滚动

发展。我们主要通过课题研究保证研究的深度和系统性，通过结集出版、发表论文和案例等方式扩

大研究成果的传播范围，通过现场交流、展示活动增强成果传播的效果，通过校本教研和研究课增

强应用的效果。在这期间，我们撰写了十几篇论文和教学案例，分别获得了北京市基础教育论文评

选一、二、三等奖等。 

1．传播范围广：2010 年 10 月 18 日现代教育报报道了我们的课题，并发表了课题组组长孔德

英的科学课教学案例《科学课创意比赛——“享入飞飞” 》。《关于在初中一年级开设科学探究课的

研究》的研究报告收录在孔德英的专著《物理不再是“雾里”》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关于在

初中一年级开设科学探究课的研究》的开题报告、课题研究报告等均收入《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科研

“十一五”系列汇编》，分别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朝阳教育》等杂志均有报道。 

2．课题影响深：开展了近 30 多节区、校级研究课、展示课，将成果中总结的科学探究教学策

略情景化、行动化，2010月朝阳区教委在九十四中学召开校本课程展示活动，区教委的领导、区教

研中心的领导、校本课程专家和区 100 多位老师参加了展示活动，张桐老师的《科学探究之猜想》、

孙燕南老师的《神奇的植物指示剂》在会上作了展示，受到与会领导、专家和老师的热烈欢迎和高

度一致的评价。不断的学习研究和展示活动使课题组的老师不断的生成更多的科学探究教学策略，

使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初一年级科学探究课。 

3．具有示范效应：教科院附中的张云霞、王倩两位老师、首师大附中的刘继莲老师成为孔德英

课题工作室的成员，一起参与课题研究，把课题的理念、思路不断向外传播，使课题成果不断得到

应用。 

2013年 10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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