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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课实验教学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实验是人类认识自然的重要方法。小学科学则是一门以观察、实

验为基础的学科。精心设计实验，让学生通过亲自参加实验获得知识

是搞好小学科学教学的关键。只有在实验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

探究为核心，才能达到培养学生自行探求、独立思考、激活创新性思

维和应用知识的目的。 

一、作为科学课教师，要想上好实验课，没有充足的课前准备无

异于无米之炊，如果没有充分的课前准备，科学探究就无从谈起。 

1、合理地构建合作小组在探究活动中离不开小组内的合作与交流。

因此，课堂上教师应创设恰当的合作时机，构建合理的合作小组形式，

确定每个小组成员的分工：如主持人、记录员、材料员、汇报员等。

教师还要教给学生学会倾听，学会发言，学会帮助等合作学习的方法。

在合作学习时，还要留给学生足够的独立思考的时间，因为只有学生

在解决某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时进行合作学习才有成效。 

2、准备实验器材要渠道多样化。目前，学校用的都是原自然实验

室里的设备，不但陈旧而且很不齐全，使很多实验无法直接进行。因

此，教师在实验器材准备上要多样化，整合学科间的多种资源，还可

以组织学生自带或自制一些实验器材和材料。如上“溶解”时，可让

学生自带一些白糖、食盐、河沙、泥土等。让学生们经历着准备时的

好奇、课堂上的诧异与轻松、课后的反复回味，一定会取得很好的学

习效果。 

3、设计自主实验内容。在教学设计上，教师应注重突出实验主体

的自主性，努力营造一种使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自己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自己制定实验方法和步骤，选择实验材料，自主探究发现事物

规律的开放性、探索性的教学时空。如学习《磁铁的磁性》，为了弄

明白条形磁铁各部分的磁力大小，可以让学生在相互交流、个人研究

时设计自己的实验方式。有的学生说会用磁铁的各部分来吸大头钉、



回形针、铁屑等；有的去吸小铁球，看它滚向哪个部分；还有的用磁

铁靠近悬挂的小铁钉，看铁钉靠近哪个部分等等。设计中，学生的思

维不仅不会局限于设计的本身，更会考虑到实验的材料选择、变量控

制、步骤先后等。 

二、科学课教师要注意实验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及教学设备让学生进行观察、实验、

操作获得感性认识，对所见现象经过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

等思维活动，使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然后进一步引导学生利用概念

和规律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并且能

把知识的教学，能力的培养，智力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1、实验的操作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自主探索。小学生学

习能力较差，知识不多，因此，教师要恰当指导，注意利用“童趣”

为支撑点，引导学生去自主探索。让学生能在“玩中学”，从而学生

学习兴趣，成为学习的主人。淀粉鉴别实验，可选择馒头、米饭、玉

米、南瓜等材料来检验。在观察蜗牛和蚯蚓这两种动物活动中，为了

达到教学目的，应该发给学生放大镜、火柴、水杯等，让学生的观察

不只是局限于眼睛。通过分组实验，孩子们的主体性就能得到充分发

挥。 

2、实验教学要注意扶放结合，教给学生科学探究方法，培养学生

创新技能。在学生实验的各个阶段，教师要发挥一定的主导作用，采

取“扶”与“放”有机结合的方式，给予一定的指导，教师要教给学

生必要的操作要领和操作规范。如教给学生在熄灭酒精灯时应用盖子

盖灭；用温度计测量物体温度读数时，视线要与刻度持平；往试管中

注入液体，要沿着试管壁缓缓进行操作要领等。还要指导学生掌握实

验的科学方法，引导学生养成细致观察、忠实记录、整理器材的习惯

等。如在学习《认识空气》时，可以教给学生学习类比和推理的科学

探究方法，通过学生类比和推理的方法找出空气和水的相同点：没有

颜色、没有气味、没有味道，无形状透明的。还要请学生自己设计，

选择多种方法，验证自己的猜想，鼓励学生上讲台演示实验，对于效

果不明显的实验，帮助他们分析没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各种可能情况，



让他们自己找出失败的原因，引导他们改进实验方法，从而提高学生

自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留下悬念，使科学探究持久发展。 

教师要善于挖掘科学课的创新因素留下悬念，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望，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扩大和延伸探究范围，激发学生的发散思维，

引导学生由兴趣向志趣的转变。当学生的科学探究欲望被激发时，才

最有创造力。在《无限宇宙》一课学习后，可启发学生，人类移居太

空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人类大规模移居太空已为期不远。学生自

然会对“天上有人间”产生浓厚的兴趣，设想制造出各种先进飞行器，

去太空建立发电厂、工厂、宾馆、太空城市等。 

4、运用实验结论，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在学习《让瘪的乒

乓球鼓起来》后，可以让学生们解释瓶子里的酒饮料为什么不能装满？

烧开水时为什么不能把水灌得太满？煮鸡蛋熟后为什么要放入冷水中

浸一浸？学生能运用自己探究获取的知识去认识和解释生活中的现象，

解决实际问题，是科学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学生创新能力的自我展

现。 

三、小学科学课实验教学中需要注意的几点。 

1、灵活多样的激励策略。对于学生的实验操作，教师态度应谨慎，

不要轻易否定，要给出合理、公正的评价；课外，教师还可以安排一

些思考性、研究性、实用性的实验，延续探究；也可以组织学生成立

科学兴趣小组，交流科学小论文和科技小发明，鼓励他们向竞赛活动

投稿，递交作品。只有在老师多种方法激励下,才能让他们始终保持这

种热情，让实验探究成为一种习惯。 

2、尽可能多让学生进行实验活动。在实验中，只有让学生根据要

解决的问题，进行独立研究，自己找路走，经过多次失败、成功的经

验总结才能形成一种能力。如在《神奇的电磁铁》的实验中学生会发

现：同样的铁钉，同样绕着线圈，为什么钉帽有的是南极、有的是北

极呢？这种现象教师要让学生自己去思考这是怎么一回事，在实验探

究中去明白原理。学生通过观察、实验学生会发现电磁铁的磁极不同

是因为线圈两端连接电池的正负极不同，或线圈绕的方向不同。只要



我们充分放手进行训练，学生的创新能力、实验能力就会一步步发展

起来。 

3、实验中要重视“疑问”的作用，注意学生创造力的锻炼。当学

生们知道面包发霉与温度有关，就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霉菌生长

与水分有关吗？这时，教师不须任何解释，而是鼓励学生自己去找答

案，让他们把两块相同面包，一块滴些水，一块干燥，放入塑料袋内，

扎紧袋口观察，通过自己实验可找到提出的问题答案。 

4、尊重实验效果，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万一遇到实验失败，

老师首先要尊重实验事实，和学生一起事实求实地分析各种可能的客

观原因，并坦诚造成失误的主要原因，教育学生要吸取教训，并当场

重新演示完成该实验。这样一来，学生不但学到知识还能让学生真正

懂得了科学实验必须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道理。 

第二篇：浅谈小学科学课探究性实验教学 

浅谈小学科学课探究性实验教学 

长清区实验小学 

齐秉美 

小学科学是一门与科学技术、社会紧密联系，操作性、实践性、

创造性和社会性很强的学科。小学科学教材中的探究课很多，几年来

的教学实践，我体会到：在科学教学中不能单纯地采用语文、数学的

教学方法，通过阅读、讲解来学习科学知识，应充分利用教材及教学

设备让学生进行观察、实验、操作获得感性的认识，再引导学生对所

见现象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等的思维活动，使认识上

升为理性认识，然后进一步引导学生利用概念和规律解决一些实际问

题，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并且能把知识的教学，能力的

培养，智力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实践，我认为抓住以下四个环

节，是上好小学科学探究课的关键。 

一、精心创设情景，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最好老师。而创设实验情境则是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有效方法。小学科学课的科学性、实验性和通

俗性，为我们进行情境教学提予了极好的条件。我在科学教学实践中，



有意识地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创设适合于学生理解掌握知识的教学

情境，对活跃课堂教学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如“探究浮力的大小与哪

些因素有关？”时，先让学生进行实验竞赛：用一张牛皮纸折一只小

船，看谁的小船承载的重量最大？。然后我出示第一个水槽把一团橡

皮泥放到水中，沉到槽底。这时进行谈话，提出问题“怎样才能使这

团橡皮泥浮在水面？”激起学生的好奇心，然后通过实验把这块橡皮

泥做成船形，则浮在水面上。 

二、合理指导，让学生自行探索，在教学活动中，学习是学生自

己的事，是一种独立的活动，主动的认识过程。而中年级学生能力相

对底，知识并不多，根据这些特点，教师更要合理指导，引导学生去

自行探索知识，学生的创新能力就可得到培养。例如探究《声音是怎

样的产生》活动时，可先演示尺子振动实验，指导学生观察具体操作

方法及尺子振动方式，然后才让学生动手实验。此后，逐步做皮筋、

鼓、吉它发声实验。指导学生边实验边思考：它们发声时有什么共同

点？声音的产生与什么有关？这样一步一步引导其分析、推理，归纳

总结出声音产生的原理。当学生明白声音产生的原理之后，则可通过

研究声音的高低变化，培养学生创造性、发散性思维。如问：“研究 

声音的产生有什么用？利用物体产生高低不同的声音我们可以做

什么？”学生自然会想到利用某些发声原理而制造的各种乐器，他们

也同样会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把嗓子喊哑，„„。课后，不拘泥于教科

书介绍的自制乐器的方法，动员学生多找一些材料自制乐器。如：拿

同样大小的玻璃瓶（汽水瓶、啤酒瓶），分别加入高度不同的水即可。 

三、尽可能多让学生进行实验活动 

在实验中单靠教师，不让学生自己动手实验，就无法培养学生的

操作能力；但教师总让学生跟着自己做，到头来还是无法真正培养学

生的实验能力。只有让学生根据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独立研究，自己

找路走，经过多次失败、成功的经验总结才能形成一种能力。例如：

在《神奇的电磁铁》的实验中学生会发现：同样的钉子，绕着同样的

线圈，为什么有的钉子帽是南极，有的钉子帽是北极呢？这种现象不

必告诉学生是什么原因，让学生自己去思考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样促



使学生去观察、去实验。通过观察、实验学生会发现电磁铁的磁极不

同是因为线圈两端连接电池的正负极不同，或线圈的绕向不同。再如

指导学生认识电磁铁的磁力大小与什么有关系也是可以这样做。分组

做实验，并按教科书后面的记录形式把实验活动的结果记录下来。从

而知道电池的节数、线圈的匝数与磁铁的数量关系，串联电池越多，

线圈匝数越多，电磁铁的磁力越大。反之电磁铁的磁力就越少。又如

探究第九册《让灯亮起来》活动时，学生通过自己的实验活动获得了

知识：1.电是可以流动的；2.只有用导线把电池的正极、负极和灯泡连

接起来，组成一个闭合电路，电才能从电池中流出来，经过灯泡，使

灯泡发出光亮；3.一个简单的电路，至少要有电源（电池）、导线、

用电器（灯泡）几部分组成。然后要求学生用学过的知识自备材料，

组装一个简单的电路，灯泡发出光亮。学生明白了电流的原理，达到

了实验的目的。这样会激发学习兴趣和探索欲望，启发了学生的创造

思维，达到了最好的教学效果。如果我们在课上都充分放手进行这样

的训练，学生的创新能力、实验能力就会一步步发展起来。 

四、尊重实验效果，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演示实验需要教师精心准备，充分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因素的

干扰，以保证实验的最大限度的成功。万一遇到失败，这是学生可能

比任何时候更感兴趣，更专注地看着老师。老师应沉着、冷静，充分

利用机会，向学生示范实验失败应当怎么办，因为这也是难得的教学

契机。切不可碍于面子，草率收场，更不可文过饰非，糊弄学生。老 

师首先要尊重实验事实，和学生一起事实求实地分析各种可能的

客观原因，并坦诚造成失误的主要原因，如：在《气体的热胀冷缩》

一课中，我在堂上演示一个“喷泉”的实验，把一个带有玻璃管的瓶

塞塞到装有少量冷水的烧瓶口上玻璃管插入瓶底，用一杯热水浇烧瓶，

烧瓶内的冷水便会立即从玻璃管口喷出来。课前我曾做了一次，喷出

的水柱有几十厘米高，实验很成功的。可在教学过程中，玻璃管却喷

不出水来，玻璃管内连水柱上升都看不到。面对失败，我并没有慌乱。

而是坦诚地和学生一起分析原因：按理浇热水在烧瓶上瓶内的空气受

热膨胀占据瓶内的空间会把冷水压上玻璃管。我回想整个过程和课前



做的一样，于是仔细检查仪器，才发现那个胶塞有一个小孔，由于瓶

口没密封而漏气，就没法把冷水压上玻璃管。我如实向学生说明这是

由于自己的粗心，那胶塞时没检查胶塞不慎造成的后果，教育学生要

吸取教训，并当场换了胶塞重新演示了该实验，喷出的水柱比课前做

的还高。这样一来学生不但学到知识还能让学生真正懂得了科学实验

必须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道理。 

演示实验应这样，学生实验更应如此。科学探究活动中经常会出

现分歧现象，有的老师或许会说“你们小组肯定没有做好实验”。这

种带有责怪语气的口吻，会扼杀了学生的发现，打击了他们的信心。

只要通过事实化解矛盾，才能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的素养。 

总之，老师们要尽心上好科学探究活动课，让学生体验学习科学

的乐趣，提高科学探究的能力。 

浅谈小学科学课探究性实验教学 

长清区实验小学 

齐秉美 

第三篇：低年级科学课实验教学 

低年级科学课实验教学 

我们都知道实验是儿童获得感性认识的一个基本途径，做实验也

是小学科学课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更是小学生学习科学的一个基本

方法。小朋友们通过做实验认识事物获得知识，通过做实验掌握各种

实验方法，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形成各种技能，发展他们的智力。 

接下来我来谈一谈实验在低年级教学当中的作用。从自然科学的

性质来看，自然学科研究的是学生周围的一些自然事物，而自然事物

里面的奥秘在实验中比在其他自然活动当中更容易被揭露出来。因此，

科学的性质就制约了学生学习科学的方法必须要通过实验，学生参加

实验动手去做就能够揭示事物的奥秘，提供学生最直接的感知的基础。

从科学课的内容来看，科学课里面选择让孩子们动手研究的、探究的

都是自己周围的自然事物，是自然界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体，他们与

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密切联系。因此学生参加探究活动所做的

实验通常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从实验中获得最具体的、最直观的



和最生动的知识。从科学课的教学过程来看，实验的教学方法其实与

观察差不多的，是完成教学中必不可少的。我们现在都知道课堂要做

中学，学生要认识广泛的具体的自然事物就必须亲自参加实验，而实

验是学生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现在都提倡一个词，叫做

“实践”，学生必须亲自参加实践，而实验就是实践。 

所以从自然学科的特征，从科学课的特点，从科学教材的内容结

构，从科学探究的过程这几个方面来看都是具有“实践”的特征的。

加上低年级的学生认识自然事物的规律就是从具体到一般，从直观到

抽象，从感性到理性这样一个规律。遵循学生认知的心理特征在科学

教学当中必须十分重视，让学生参加做各种各样的小实验。而且从我

的经验来看，学生在实验课上是最遵守纪律的，恰恰和老师们的一些

印象是非常相反的，我们的老师都以为一做实验学生的纪律就难以把

控，实际上学生在做实验的时候是最乖的。 

低年级做的这些实验有什么特点和要求呢？就一个词“简单”，

其实低年级的实验都是一些简单的操作、简单的实验、简单的器材，

这些做实验的器材大多数都是非常容易收集的，容易准备的，也是学

生身边经常看到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就容易激发学生科学探究的兴

趣，就是会让他感觉到科学探究并不神秘。目前小学科学教材中设计

的实验，主要让学生进行一些简单的实验操作，比如操作酒精灯、拆

个玩具、研究树叶等等，这样可以培养他们的操作能力。 

小学低段的实验要求和小学中高年级的实验要求相比，有下面几

个特点：第一，低年级的实验要求水平层次比较低，绝大多数是让学

生初步掌握，简单的会做就行了，而且是在教师的具体指导之下。请

注意小朋友做实验的时候一定是在教师的具体指导之下，是以收获成

功为一个重要的标志，品尝失败是中、高年级更多的去体验，因为低

年级的小朋友对实验成功的渴求非常大，如果总是做不成功，他们会

感觉到很失望，他们会放弃的。所以教师一定要在这个过程中有适当

的帮助，哪怕是手把手的教，让学生模仿着做也是行的。高年级的实

验要求相对水平就要高一些了，在实验方法上要学会做对比试验。低

年级基本上只是简单的观察实验，简单的操作实验，简单的验证实验



就可以了。而到高年级的时候除了会做对比实验，还要需要会做模拟

实验，并且会简单的设计实验来做。当然低年级也在尝试着让他独立

的设计实验来证明自己的想法，虽然有，但要求相对来说比较低。而

中、高年级的实验要求是在低年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的，因此低年级

参加的实验就是最基础的、最根本的实验。 

第二个特点，低年级的实验器材相对来说是简单的，容易找到的。

比如证明空气的存在，我们只需要水杯、水槽、手帕、塑料袋、泥土

等普通的材料；比如玩转小水轮，我们只需要一个软木塞、几个塑料

片、一根金属丝就可以制作一个小水轮；比如玩纸风车、观察风，这

些材料都是普通的、普遍的、容易找的、携带很方便的，这样就能保

证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到了中、高年级做实验的时候就需要专门

的实验器材，标准化的器材就使用的比较多，比如研究热胀冷缩、研

究电路，就需要用到酒精灯、电路的对比、组装电路，这就有一定的

难度。低年级研究把小灯泡点亮，只需要电池、导线、小灯泡就可以

了，很简单的。中、高年级的实验一般会有一定的难度，并且会有一

定的实验操作技能要求，而低年级的实验和中高年级的实验相比应该

是最简单的器材做最简单的实验。 

第三个特点，低年级的实验虽然是比较简单的，但也需要精心设

计。一是我们要求实验的顺序符合知识的逻辑顺序，同时也要符合学

生的认知操作顺序。例如，上“小叶轮”这个实验，我一开始让学生

验证水流能够冲动小水轮，说明水流是有力量的。接下来我就让学生

来讨论怎么样让小叶轮转得更快一点？就要去研究水位高、水位低是

怎么样快一点，一般对小学生说让它快一点，他第一反应就是让水流

冲得多一点，把水杯下面、纸杯下面或者塑料杯下面的那个孔搞得大

一点。然后我要求水流只能这么多，能不能更快一点，这样学生于是

就会想到让水位高一点。然后我再提出要求，水流也是这么多，高度

也是这么高，能不能让小水轮快一点？你看，老师在一步一步的扶，

一步一步的提出更高的要求。学生就知道了：水流冲中间的位置，小

水轮就慢；冲叶轮的边缘就转得快。接下来，我就问：能不能用一根

水柱带动两个小叶轮？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了叶轮可以带动另一个



叶轮。这些实验设计其实都是在上课的时候学生自己能够操作出来的。

这样的实验设计符合知识的结构设计，在实验中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由简单到复杂，很符合的低年级小朋友的认知特点。 

上《发条玩具》——孩子玩的弹簧的发条的玩具一课时，我第一

个发给他们研究的任务是：玩发条玩具，思考为什么会动？接下来就

让学生去观察研究，寻找使玩具会动的零件。这些零件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打开这个玩具之后观察。接下来继续研究发条这个装置为什么能

使这个玩具会动？这时候我拿了一个大的金属弹簧片。体会弹簧片的

力量，为什么松开了弹簧就不动了，拧紧了发条就动了。每个学生玩

这个有点危险，我就发了一个纸做的发条，让他们感受到纸发条拧紧

了有力量，松开了没有力量，再卷紧又有力量了。这时候我们再来观

察发条玩具的原理，原来是上紧发条时它能储存能量，储存的能量使

玩具动，发条松开就没有能量，玩具就不动了。因此，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让小朋友做研究的时候用纸发条做模拟实验就比较简单。当然，

我们也可以用橡皮筋来做，当橡皮筋松开时就没有力量，拧紧时就有

力量。高年级学生我们允许设计实验，实验过程和步骤有逻辑性和发

散性，低年级时候我们强调逻辑性，一步步去做，才可能做成功。只

有符合逻辑，孩子的思维才能在实验过程中得到发展。 

二是低年级做实验的时候需要老师的指导。低年级的做实验时，

教师的指导第一个就是示范——做给孩子看，让孩子模仿。大家可千

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很过时的看法。让学生跟着你做的话，他会体验

成功的快乐。不要认为这个是限制学生的思维，我们的示范是这样子

的，不是我做一步学生做一步，而是教师先演示，学生去模仿。我们

做了示范以后让学生去做，这个过程中孩子需记住我们做的过程，再

自己做，这个过程是有意义的。 

比如我上过的《沉和浮》这样的课，教师先示范，第一步将准备

好的材料一个一个地稳稳地放入水槽中，观察哪些是浮在水面上的，

哪些是沉到水底的。将浮在水面的物体归为一类，将沉没在水底的物

体归为另外一类，然后我在黑板上画一个大大的表格，将实验的结果

填写在这个表格中。通过我这个示范，学生知道了实验的步骤是怎么



样子的。学生按照这个顺序去做，他就能获得知识，知道什么是浮？

什么是沉？认识到哪些物体是浮？哪些物体是沉？实验记录中他们学

会用符号来记录，打勾、打叉、向上、向下的箭头来表示对具体物体

的沉浮的认识。实际上，就是从具体的认识上升到对语言文字的描述，

就是从具体思维到抽象思维的训练。当我做完的时候，我发给孩子的

材料和我演示的材料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我做的方法学生是掌握了

的。接下来，当学生做完之后我再来演示——怎样让浮的物体沉下去，

怎样使沉的物体浮上来。学生通过我做之后他们已经获得了沉和浮的

知识，这时候他们可以运用这些知识了，接下来这个是属于游戏性质

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让学生仿照老师的方法做，更鼓励他

想出老师没做过的方法你能不能也做出来。 

“小水轮”这个实验很简单，但是我在做之前，首先要交代清楚

操作的程序和要领。低年级的学生虽然简单，但是程序、要点、实验

步骤、注意事项必须一一交代清楚，尤其是任务必须交代清楚。在实

验中学生要观察什么，观察的要点我们要提示明确。比如小水轮实验，

尤其一开始的时候，水流的流量大小与水流的力量关系这是学生自己

提出来的，于是我就要提醒他们：一个杯子洞眼很小流量很小，一个

杯子洞眼很大流量很大，这是我得告诉他们在冲击小水轮的时候得在

同一高度。什么叫同一高度呢？就是同一个小朋友同时拎起来在同一

高度。当进行第二个环节时，我们探究水位高低与水流流量大小，这

时我们必须保证水的流量相同。这时，我们需要把孩子粗孔的水流杯

子换成细水流的杯子，要求他们用细细的水流也能达到刚才相同的转

速，要保证同一个杯子，同样的水流，但是高度不同。我们要求的他

们观察的是水流流量大，小水轮转动有什么变化?水位有高有低，水轮

转动有什么变化?水轮转动的快慢与水量水位有什么关系?这样的话学

生在分组实验的时候就能把老师的意图变成他们自觉获取的知识和他

们的技能了。三是要帮助学生作总结。低年级的学生不是为了做实验

而做实验的，而是通过做实验来获得最直接的知识。教师应该帮助学

生总结语言，因为学生们语言能力相对较弱，帮助他们梳理得出实验

结论，只有这样的话，学生才可能对事物的本质属性有所认识，尤其



是一些实验目的，我们先要由学生在一个小组的同学来进行汇报。汇

报获得的事实，然后我们可以让全班的同学帮助他们对实验进行总结

概括，获得一个共识。教师这时候再将已经获得的知识得出结论，再

去联系我们的日常生活指导他们去应用，这样的话他们的能力就会增

强了。 

例如另一个实验就是研究光。低年级研究光的话很多人就觉得这

是高年级去研究的呀，其实我们就是研究光的时候研究的是看物体，

这是要做实验的。我当时做实验的时候给每个孩子一个大大的皮鞋盒，

皮鞋盒子上面我扎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孔，但是在上课的时候我把这些

孔都给密封起来了，只有在最前面留了一个孔，我让学生去观察暗盒

里面的物体，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我在里面贴了一个小

熊猫。学生第一次要观察的就是里面有没有东西，第二次观察的是里

面有没有光线，第三次观察的是光线和物体之间是什么关系。你看，

我每次活动的逻辑是什么，学生一开始是看不到物体的，通过一个小

孔看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明明盒子里面有东西他却看不到，为什么？

因为没有光线。这时候呢，我们打开盒子盖子顶上面的一些小孔，当

打开孔的时候，这时就有两个孔的一个是观察孔一个是透光孔，他这

时候就会明显地看到光线，因为孔的位置不一样，所以物体看到的清

晰程度也不一样。这时候我们陆陆续续地打开 9 个小孔和盖住这些小

孔去观察，通过光线的变化，看到物体的清晰程度。因此，学生的每

一次注意力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学生的注意力在有没有物体上面，第

二次学生的注意力在有没有光线上面，第三次学生的注意力就在慢慢

地打开透光孔盒子里面光线的强弱变化上面。这样的话，学生就能够

把看到的现象和本质联系起来，而且这三个实验活动层层推进、一环

扣一环。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尤其是做实验的时候要特别善于揣摩学生的心

理，了解学生的想法，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

你要了解学生的想法就要善于观察学生在探究活动过程当中的表现，

想办法让学生的思维过程在各个探究活动过程当中们展现出来。所以，

当学生正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要积极地看、认真地听、设身处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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