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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教学中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魏娇阳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白山小学校

[ 摘  要 ] 本文从科学概念的理解以及学生习惯的养成两方面对小学科学教学中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重要性简要分析，分别从情境激趣、巧

设悬念、操作指导、生活实验等方面对其动手能力培养策略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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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阶段，科学教学着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加以培养，利于其理

解能力的提升。科学知识具有抽象的特点，因此对于小学生来讲，

可能存在理解困境。通过趣味十足的科学实验，可调动学生参与热情，

动手实验，提高其动手能力。

一、科学教学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重要性

（一）利于学生理解科学概念

课堂教学，教师可设计趣味活动，让学生参与动手实践，深化

其对科学知识理解，而且可培养其动手能力。比如：教材当中“反冲

力”属于科学知识点之一，教学过程，可设计“气球可否助推汽车

行走”探究实验，帮助学生学习基础概念。在动手操作之前，学生

可能持不同观点。为验证猜想，组织学生展开实验，先吹气球，并

且观看“气球放气”状态，可以看出，气球会先在空中盘旋，最后

缓慢降落。若将吹满气的气球和小车绑在一起，在“气球放气”过程，

就会为小车提供动力。通过上述实验，学生不但可观察到趣味科学

现象，通过动手实践，对“反冲力”这一抽象概念有深入理解 [1]。

（二）培养学生习惯

科学知识涉猎范围较广，同时和生活密不可分。课堂教学，重

视学生动手能力培养，有助于其形成良好生活习惯。比如“常吃的

蔬果”这部分科学内容教学时，可为学生设置实践作业，让其深入

生活，走进市场，了解和食物相关的科学信息。课堂教学，以情境

导入方式，为学生讲解均衡饮食的重要性，掌握各类蔬果的营养价

值，判断自身生活习惯的合理性。通过课前学生实践调查，动手记

录科学知识，结合课堂上详细讲解，可引导学生明确科学知识的学习，

利于自身成长，潜移默化引导其形成良好饮食习惯。

二、小学科学教学中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策略

（一）情境激趣

新课改倡导课堂教学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优选新颖教法。情境

教学深受教师喜爱，将其引入科学课堂，对于学生兴趣的启发有促

进作用，利于其积极参与学习活动，提高课堂授课效率。因此，在

其动手能力培养环节，可充分借助情境教学，实现课堂激趣。

例如：讲授“蜡烛的变化”这部分科学内容时，可通过情境设

问，提出问题“蜡烛何时为固态，何时为液态？”“可通过怎样的动

手活动探究蜡烛性质？”系列问题的启发之下，学生在情境之中深

度思考，激发其兴趣，并转化成操作行为，通过点燃蜡烛、切割蜡

烛等动作，对其性质深入探究；同时还可利用模具，将融化的蜡烛

制作成各类形状。在动手实践的过程，理解蜡烛性质以及状态变化

规律，活动过程趣味十足。需要注意，情境教学需要教师适时引导，

结合学生操作步骤，通过问题指引其思考，并且提出实验过程需要

注意的安全问题，保证课堂教学针对性十足，实现动手能力的培养

目标。

（二）巧设悬念

小学生因其年龄小，对于不同事物存在强烈好奇感。科学教学，

需要明确学生此项特征，从教学内容角度出发，巧设悬念，激发其

求知欲望，以主动之态积极参与活动，提升动手能力。

例如：“让灯泡亮起来”内容讲解环节，为保证课堂探究活动顺

利进行，可为学生组装好实验过程所用线路，并引领学生仔细观察，

掌握线路组装原理，最后结合所学知识，展开动手实验，自主制作

小灯泡。教学过程，可选择讲解与指导同步进行的方式，依托现有

灯泡线路，为学生设置悬念，提出问题“线路当中灯泡发光原理是

什么？”之后，组织学生展开实践。为确保教学深度，还可拓展教学，

设置悬念“同学们知道吗，水果也可发电？”如何利用水果制作“水

果电池”？这样的问题，学生好奇心理被完全激发，并且部分学生

存在疑惑，认为不可能实现。“如果水果带电，那日常吃水果会不会

有危险 ?”对于学生存在的上述疑问，由师生共同完成“水果电池”

的制作。基于学生已经掌握灯泡线路的连接原理，因此自主设计灯

泡任务实现相对容易。此时继续质疑“灯泡为何会持续发光？所有

水果都可制作电池吗？”将上述问题，转化为学生探究科学的动力，

通过动手实践，验证猜想，解决问题，享受学习科学知识的快乐 [2]。

（三）操作指导

部分学生动手实验过程，可能存在注意力不集中、实验目标模

糊、操作失误等问题，导致实验失败。同时，小学生能力有限，动

手实践过程，可能遇到诸多问题，陷入困境，导致实验过程难以持续。

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教师在学生动手实践过程加强指导。引领学

生快速走出误区，规范其实验行为，明确目的，提高实验完成质量。

例如：讲授“透镜研究”相关内容时，教师需要在实验之前给

学生演示实验方法，并明确实验要求和实验纪律，使其重视学习过

程。学生自主实验过程，教师还需对其操作展开指导。操作之前，

让学生明确实验目的和方法，若学生理解深度不足，还可利用教具

为学生操作示范。操作过程，可利用问题，指导操作，使其操作环节，

手脑并用，透过表层现象，理解抽象科学知识，并形成抽象思维。

（四）生活实验

科学教学，动手能力培养不仅体现在课堂之上，还可通过学生

生活，为其设计生活实验，使其动手操作，不但能提高其动手能力，

而且对于其科学素养的提升也有所益处。因为小学生课余时间相对

充足，为生活实验的操作提供途径，教师可从学生特点、兴趣角度

出发，结合科学教学所需，设计适合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生活实验。

比如：讲授“种子发芽”这部分科学知识时，因课堂时间短暂，

学生对种子发芽过程难以全面观察。对此，可为其设计生活实验，

探究“种子发芽条件”，让学生在家中，分别将浸泡后的绿豆种子置

于阳台、冰箱冷冻室和冷藏室当中，放置一段时间，并对其发芽状

态进行观察，结合种子变化，理解种子发芽所需条件。生活实验和

学生学习内容相关，实验操作简单，学生可对实验过程随时观察，

深度学习知识，在动手能力培养的同时，对其创新思维以及科学素

养的提升有深远影响。

结束语：

总之，小学科学教学，重点对学生动手能力加以培养，利于其

终身发展。教学过程，需要秉承新课改教育理念，结合其兴趣，设

计科学实验，加强学生动手过程的引导，指引其学习思路，完成实

验的同时，提升其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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