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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科学教学中的有效探究方法探微 
◆杨素仲 

（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中学  325107） 

 
摘要：教学中要求运用各种教学方式与策略，让学生把从探究中获得的

知识与从其他方式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奠定可广泛迁移的科学知识基

础。科学探究不仅涉及逻辑推理和实验活动，同时还是一个充满创造性

思维的过程。浙教版初中科学中关于探究方法有多种，但现实中对于教

学中要完成每一个探究任务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科学教师要在有限的

资源条件中开展充实有效的学习探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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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学探究是一种让学生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学习方式，但不

是唯一方式。教学中要求运用各种教学方式与策略，让学生把从
探究中获得的知识与从其他方式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奠定可广
泛迁移的科学知识基础。科学探究不仅涉及逻辑推理和实验活
动，同时还是一个充满创造性思维的过程。科学探究强调和尊重
经验事实对科学理论的检验，可验证性是科学与伪科学的重要区
别之一。浙教版初中科学中关于探究方法有多种，但对于教学中
要完成每一个探究任务是不可能的。有的由于实验器材的限制无
法开展，有的则是学生的知识储备有限，信息来源不足等条件而
受到限制。因此要求科学教师要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中开展充实有
效的学习探究方式。 

二、科学探究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控制变量法 
在科学实验过程中，控制变量法是一种 常用的、非常有效

的探索客观物理规律的科学方法。具体做法是根据研究目的，运
用一定的手段（控制实验仪器设备等）主动干预或控制自然事物、
自然现象发生发展的过程，在特定的观察条件下去探索客观规
律。例如在研究影响种子萌发的因素。首先在教师问题引导下让
学生结合生活经验进行大胆的猜测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 ？学生
会根据已有的生活知识作出与“温度”“水分”“空气”等因素有
关。在众多的因素中然后对各个因素再进行实验探究。在设计时
需要用到控制变量，利用 7 下科学书上的设计实验，完成分析表
格，如（1）研究种子萌发与温度的关系 

强调： 
（1）本实验应控制种子的自身因素、水分、空气一样，再

研究温度变化时，种子的萌发情况。（变量的唯一性） 
（2）通过观察用表格记录法记录种子萌发情况 
（3）提问：分析实验数据，可以得到结论 
同样利用此法去研究种子萌发与水分，空气，及自身因素的

关系，设计不同的表格进行比较。 
综合上述得出 终的完整性的结论。 
上述是利用控制变量发解决科学中探究的一个常用的方法，

如能灵活运用“控制变量法”进行分析，有时可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如在研究“焦耳定律”时，我们要利用此法，在串联电路
（控制相同电流）中同一开关（控制通电时间）用温度计测量两
长短不一的同种规格的电阻丝所产生的热量。同时还要控制好产
生的热量需要用煤油等液体吸收来转换放大，就要求初温相同，
质量相同的同种液体方可直观快速的比较产生热量的多少。 

“控制变量法”在生活中经常会有遇到。如：灯丝断了之后
经过摇晃又重新接上发现灯比原来亮了，就是由于重新接上后使
得灯丝的长度变短，电阻（阻碍电流的能力）变小，通过的电流
变大而变亮了。这里的变量就是灯丝（导体）的长短。 

（二）等效替代法 
等效法是物理方法中应用广泛的重要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常

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在效果等同的前提下，把实际的、复杂的物
理过程变成理想的简单的等效过程来处理，可使计算大为简化，
又可加深对物理概念、规律的理解。学生学到的等效方法是从具
体的实例中体验来的，他们对于等效法的认识是割裂的、分散的，
往往是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等效的两个物理现象应该具有相同

的本质。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妨碍他们对等效法的普遍性认识。实
际上，等效法是不论性质的，这种思想方法准则只有一条，那就
是保持效果相等。 

例如阿基米德在思考如何鉴别王冠的含金量时，从洗澡时浴
缸向外溢水的现象中受到启发，归纳液体中物体受到浮力的规律
时，把物体受到的浮力转换为物体排开液体的重力。再者：曹冲
称象的故事，就是用可以分次测量的石块替代难以一次测量的大
象。 

（三）放大法 
在科学中放大法有机械放大法、光学放大法以及电放大法。

运用较多的是放大法中的积累法。积累法就是在测量微小量的时
候，将微小的量积累成一个比较大的量。例如在测量一枚大头针
的质量，一张纸的厚度，一根细铜丝的直径及心跳一下的时间等
都可以运用此法，且对于学生来说是容易理解的。 

再如为了说明力能使物体发生形变时，用力挤压气球的现象
当然是显而易见。但要说明一张报纸对桌面的压力或是用力压玻
璃瓶，物体会发生变形，学生则都不相信。因此我们设计了一个
如下的实验：取一扁平的玻璃瓶，内装满红墨水，将一废旧两头
通的温度计塞入橡皮塞，在将橡皮塞紧紧塞住墨水瓶口。由于毛
细现象，细管中显示的一段红液高出橡皮塞。用手指扭捏瓶前后
侧面，发生微小形变，瓶内容积减小，毛细管中的红色液面明显
上升。是否是有热胀冷缩引起的？进一步实验：用手指捏左右侧
面，发生微小形变，使瓶内的容积变小，红液面明显下降。此实
验就是将微小的变化进行放大，更易观察，让事实更具说服力。 

（四）类比法 
类比法，亦称类推法,是根据两个对象都具有某些属性,并且

其中的一个对象还具有另外的某个属性,推出另一个对象也有某
个属性的逻辑方法。类比法是人们所熟知几种逻辑推理中, 富
有创造性的。例如在课堂中用水流（压）类比电流（压）；用水
波类比声波；将抽象的概念就转化成了学生熟知的现象进行帮助
理解，可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五）对比法 
“对比法”是人们在认识和分析各种事物时，根据一定的标

准，把彼此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对照，从它们的异同之处来分
析、判断和处理一种认识方法。要正确地进行对照，必须遵循一
些基本原则。其一，客观对照原则，即客观事物之间有可比性。
实验设计时，要为比较的事物提供 “等量”、“等同”条件，从
而来表现事物差异性的结果。其二，本质对照原则。实验设计时
要纯化某些实验对象，突出主要因素，揭示事物之间的本质区别。 

教师在探究活动的有效指导 
实验都是学生 感兴趣的，尤其是学生动手实验 。当学生

们进入课堂，看到老师给他们带来的实验器材便会围过来问这问
那， 好就是先给他们演示一遍，他们观看的目的也只是在于表
面的变化，而不会去深究实验说明什么或是解决什么问题。因此
在课堂中就要让学生静下心来听从老师对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
器材的注意事项，实验步骤的讲解。在精心的同时他们就不易走
神，做小动作，大脑的思维也就会随着教师的讲解而高度集中，
会不断的思考，引导思考此实验给我们的提示及应用，能够提高
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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