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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实验探究法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应用 
◆石光奇 

（湖南省通道县一完小） 

 
摘要：小学科学学科是培养学生严谨科学能力和科学素养的学科，而在

科学知识的探索中，实验是必不可少的，实验方式是科学新知产生的必

经之路。因此，应用实验探究法开展教学活动是小学科学教学的重要方
式，更能燃起学生对科学学科的学习热情。对此，本文就小学科学学科

教学中实验探究法的使用展开了论述，提出了几点应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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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情境，激发探究热情 
科学知识的获取，都是在生活和自然的基础上开展的，问题

的提出也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认知矛盾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
遵循知识的产生过程，尊重知识的产生经过，应当从问题的发源
地——生活出发，从生活中激发学生的疑问和困惑，从而激发学
生的探究热情和探究动机。构建教学情境也是小学科学教学中实
验探究法的第一环节。例如，在《斜面的作用》这一节内容的教
学中，教师可以向学生呈现生活中应用斜面的一些例子和现象，
如生活中一些盘山公路的使用，在向卡车上运送圆桶状的重物、
向三层阶梯上推自行车等生活活动中，都是应用了斜面。通过如
上生活化情境，帮助学生初步建立感知，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为
学生探索斜面的作用奠基。随即，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同学们，
在以上的一些生活活动中，它们都有一个共性，你知道是什么
吗？随即，学生意识到：都应用了斜面。此时，教师引导：那么
以上这些生活活动中为什么要应用斜面呢？斜面的作用又是什
么呢？它们能给生活带来哪些帮助呢？通过如上教学情境和问
题的设置，学生基于生活经验产生了疑问，学生好奇心被激发、
探索欲望被调动。此外，实验探究法中，情境构建的方式还有助
于学生燃起对生活和自然的好奇心，让学生学会主动分析自然和
生活，多问为什么，从而培养学生的疑问意识，促进学生动能的
有效提升。 

二、引发猜想，发散学生思维 
合理猜想是训练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学生实

验探索能力的重要过程。通过猜想，情境中所提出的问题才能有
了相对明晰的方向，也只有通过猜想，实验设计才能得以实践。
对此，教师在情境问题构建之后，可以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合理猜
想的方式组织开展教学活动，让学生在合理的猜想中，学会逐步
揭开问题的面纱。例如，在《杠杆的科学》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
教师在情境构建之后，引导学生思考：既然杠杆在生活中的应用
十分普遍，并且能够起到省力的作用，那么杠杆在什么情况下才
能省力呢？随即，教师引导学生对其进行合理猜想。结合学生的
实际生活经验，学生可能会猜想到：杠杆越长，可能会越省力。
也有学生认为：自己距离转动的点（支点）越长，越省力。还有
学生认为：撬东西时，物体距离转动的点（支点）越近，越省力。
如上猜想，都是结合了学生的实际生活惊经验而得出的。在学生
经过了以上实验合理猜想的基础上，学生对实验的设计思路将会
变得更加明晰，关于杠杆省力的条件，也就锁定在杠杆的长度、
用力点到支点的距离和阻力点距离支点的距离等几个要素上了。
在这一猜想的环节中，学生学会从生活经验中收寻问题的答案，
学会发散自己的思想去生活中感知分析，学生的思维得以发散。 

三、组织实验，开展实验探究 
在实验探究法这一方法的使用中，实验是整个方法的中心环

节，也是最有利于学生增强学习参与感的环节，更是激发学生探
索欲望和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动能的重要环节。对此，教师在教
学中可以有效组织教学实验，从而开展实验探究。例如，在《光
是怎么传播的》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在经过问题情境的引入、
学生的合理猜想之后，学生可能会猜想到：光是沿直线传播的。
随即，教师向学生发放实验器材，引导学生开展实验探索。在实
验器材的发放中，教师可以给学生手电筒、激光笔、纸屏、中间
带有小孔的、相同的纸板、水槽、牛奶等。然后引导学生在小组
内开展对实验的探索活动。在活动中，学生可以自主设计实验，

将带有小孔的纸板对其，让小孔在同一条直线上。手电筒放在第
一张纸板前照射，最后一张纸板是否能够透出相应的光线。随后，
再移动纸板，观察光线是否还能通过。这一实验的设计，学生由
最后一张纸板的观察，发现光线从有到无，也就意识到了光线是
沿直线传播的。此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将牛奶和清水倒入水
槽中，然后用激光笔照射，然后观察水槽中的光线。此时，学生
也就能够直观地看到光是沿直线传播的了。两个不同的实验，都
让学生在实验参与的过程中，感知到了光切实是沿着直线传播
的，而且经过了学生实验操作的过程，学生对实验的结论记忆更
加清晰，理解更加深刻。此外，学生在实验的过程中，不仅仅收
获了关于光的传播等知识，还让学生在实验操作的过程中，有效
锻炼了自己的思维能力。 

四、注重分析，深化学生思维 
实验过程之后，将会获得一定的实验现象或者实验数据。此

时，基于实验的过程，引导学生开展对实验现象和实验数据的分
析，同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能够帮助学生建立由
特殊到一般规律的探索过程，让学生在此分析过程中获得思维能
力的深化，数据处理的过程更帮助学生建立了严谨的科学探究和
科学分析能力。例如，在上文中提出的《杠杆的科学》这一节内
容的教学中，教师便可以引导学生在实验探索之后，根据用力点
和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大小分析，探究杠杆的省力条件，让学生
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学会从数据中归纳认识：当杠杆的用力点到
支点的距离大于阻力点到支点的距离时，杠杆才能省力，这一过
程也是学生自主归纳科学结论、有效锤炼思维的重要过程。 

总结 
实验探究法的应用，既让学生体验到学习的乐趣，也让学生

从实验探索中获得知识，更从中获得思维和能力的训练。对此，
教师可以通过情境构建、引发猜想、组织实验和注重分析等过程，
帮助学生训练思维、开展实验探究，让小学科学教学更具魅力、
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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