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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探究中感受实验魅力
牛钰莹

（云南民族大学附属小学，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小学科学是一门以培养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的科学启蒙课程，合作学习正是体现新课程理念的重要途径。因此，探讨在小学

科学课堂教学中如何有效地开展小组合作探究学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笔者教学实践，对合作探究学习的选题契机，分小组合作探

究的规则及客观的评价机制进行了探讨，旨在让学生在合作探究中感受实验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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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一门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发现的学科，实验能揭示事

物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能让学生观察到产生现象的过程，再进行

研究，这是使学生以最有效的方式去掌握科学自然知识的方法。

因此，实验教学在科学教学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合作探究就是

让学生在合作的集体中互相学习、互相沟通、互相帮助、团结协作，

从问题开始自主设计实验方案，讨论实验结果等。

一、确定适合合作探究的契机

“合作探究”是核心素养下倡导的教学手段，有“合作探究”

意识的科学课堂，学生思维活跃，课堂氛围良好。但是，“合作

探究”的形式也不能一以贯之。在课堂教学中，善于采取灵活多

变的方式，选取有趣的情境，让学生通过动手动脑，激发学习兴趣，

产生学习动力，感受实验魅力。在选题时，应设计具有合作探究

意义和有讨论价值的内容，能让合作探究具有时效性，如学生因

个体差异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出现较大偏差时，组织学生进行合作

交流，让他们互相启发，充分调动学生探究的积极性，使学生能

在具体问题中有所得。对于开放性问题，学生的思维能够在合作

交流、探究中不断深入，碰撞出火花时，合作探究无疑能更好地

促进学生的发散思维。如果多数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就能解决的问

题，安排合作探究往往会失去它的价值，是毫无意义的。教师应

该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精心设计合作探究学习的问题，为学生带

来有一定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一节课中不要安排过多的合作探究，

避免合作探究流于形式。

二、制定合理的分组合作规则

日常教学中，为了方便管理，科学课堂实验分组采用就近分

组的方法，根据学生的座位进行前后和临近分组。由于学生座位

每周轮换，实验有时能得到相对好的合作探究反馈，更多时候则

实验秩序混乱。为保证教学的效率与质量，确保分组的科学性与

合理性，教师在分组前要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动

手操作能力等方面进行了解，制定合理的合作规则。

（一）合理分工，明确职责

在教学过程中，若不对小组内各学生的职责进行明确，则在

教学活动中常常出现秩序混乱或实验滞后的情况，有的小组有多

位学生抢答，能力强的同学独立完成实验等。因此，在开展小组

合作学习前，要根据学生特点进行合理有效的分工。以四人小组

为例，每个小组设置实验操作员、记录汇报员、材料管理员、安

全监督员，做到“组内异质、组间同质”。在合作探究活动中做

到责任到人，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时积极帮助他人，让每个

组员的价值都得到最大发挥，使合作探究活动变得更加高效。小

组成立初期，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分工，一段时候后，各个

同学明确了各个“岗位”的职责，就可以进行组内岗位轮换，提

高合作探究的兴趣和新鲜感，给每个同学提供发展的机会。

（二）有序交流

在科学课堂中，教师提出一个问题后让学生讨论，或未说明

目标就要让学生合作探究，教室里马上会出现热烈讨论或积极实

验的场面。但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只是一种假象：汇报积极的

小组也许没有很好表达出他们的意见，还有的小组间交流“人云

亦云”，盲目跟从。当出现与自己不同的意见时，还会有争论。

相反的，有的同学有自己的想法却不能很好的表达出来，或是不

敢表达，不愿表达，对自己的想法有种种顾虑。这些都需要教师

建立有序的合作交流的常规，引导学生一起讨论制定出小组间交

流汇报的规则，力求这些规则能贴近学生的心理。相比下来，学

生更愿意执行自己承诺过的规则。同时，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

习惯。多对学生进行“说”的训练，表达准确、概况清晰、用科

学语言来表述，也是对学生思维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相

应的给勇敢发言的同学以鼓励，让每一个同学愿意参与到合作探

究中来，让我们的合作探究参与度高，交流有序。

三、形成客观的评价机制

《义务教育小学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评价要涵盖科学素养各

方面的内容，即不再以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的情况为主，而是要全

面评价学生在科学知识、探究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进步

与变化。每一次合作探究学习结束后，它不仅是一个知识获得和技

能掌握的过程，还包括情感的体验，学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因此

我们要对学生进行综合的考评。在以往的合作探究形式的学习评价

中，教师往往偏重于对交流汇报学生个体的评价，忽略了对于学生

所在小组的集体评价，且评价时倾向于对该小组探究结果的评价，

而忽略了对本次合作探究活动的过程性评价，包括小组成员的实验

操作方法、组员参与度、实验能力的评价等。这种不全面的评价极

易挫伤学生参与合作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更不可能很好地发挥

“评价促进发展”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引入过程性评价表则能

很好地填补一些评价空缺。不仅可以教师评，还可以在组间互评。

四、结语

小学科学是培养学生世界观的有效途径，在新课程改革的形

势下，每一位科学教师都应该积极转变教学观念。探究现代教学

方法。通过长期实践应用。发现在科学教学中采用小组合作探究

学习模式，来提升教学效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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