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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探究活动设计 落实科学实验教学
江海军

（湖北省老河口市李楼镇白莲小学，湖北 老河口 441802）

摘要：《科学》新课程实施以来，我在一些教学中发现学生在自主学习探究活动中，并没有明显的探究成果。我常常思考：教材上

安排的内容怎么处理呢？怎样使《科学》实验课上得既有高容量，又有高质量？经过《科学》课的教学实践，我认为要想落实科学实验教学，

必须做到有效地引导学生参与到探究活动的设计中来。下面来谈谈我在科学教学中落实实验教学的一些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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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场景，诱导学生主动思考探究方法

在科学教学中运用“诱思探究”是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

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激活学生思维、发展学生智力的有力措施。

而“诱思探究”教学最关键最典型的方法则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善于创设发人深思的情景。

例如：鄂教版小学《科学》四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第 2 课是《观

察一棵树》，观察任务是：按一定的顺序和方法观察一棵树，描

述一棵树，完成一篇观察笔记。上课时，师：同学们，这节课我

们要观察一棵大树，我们先一起来讨论观察计划吧！我们怎么按

顺序来观察一棵树，使观察比较有序、完整、仔细呢？生：……

（有几个勇敢的学生举了手，但大都回答不理想，有一个学生说，

我用放大镜观察。（还有点“意思”，老师不是说仔细观察吗！）

看来此问有点笼统、抽象，难住了四年级学生。还需调整策略。）

接着，师：我们可先从远处观察大树，你看到的是什么？（把原

来的提问“我们从远处观察大树，你可以了解大树的那些信息？”

改为“我们可先从远处观察大树，你看到的是什么？”使问题直

接些，指向性强一点，以免话题叉开。引导学生说出树冠形状、

树的高度等）师：把我们所看到的大树的外形，用简图画出来。（我

在黑板上画了一棵大树的草图）师：当我们走近一棵真正的大树，

从近处又可以观察大树的那些方面？（我边说边走近黑板上画的

大树，虚拟一个观察场景，诱导学生的思维。）生：我想观察大

树的叶子。生：我想观察树上的果实。生：我想测量树干的粗细……

接着引导学生说说观察方法。师：测量树干的粗细，可以用——（让

学生说出卷尺）；我们还可以观察树叶的哪些方面？（引导学生

说出：运用我们的感官看一看树叶的形状、大小、闻一闻叶的气味。）

我们还可以看一看树上有没有果实，如果有，可以看看果实的形状、

大小。接着介绍拓印树皮图案的方法。（教师把这些要观察的内

容和方法一一写在黑板上。）最后进行组内分工，明确观察任务。

把观察到的内容简要记录下来，回到教室进行交流，并整理成观

察笔记。

二、利用实验记录单，加强学生有效探究

科学课教学中，教师要指导学生对观察和实验结果进行整理、

加工，形成正确的解释。尤其要重视学生在观察和实验过程中，

从证据、表格、图文获得的一些科学信息。在设计好并让学生填

写实验记录单以后，还要注重实验课上最为关键的一环，那就是

实验记录单的整理、分析、交流。因为学生真正经历像科学家那

样的探索过程，就必须像科学家那样亲自动手外，还要像科学家

那样在探究中设计出合理的实验记录单。在科学课中实验记录单

的有效设计、有效使用将会更好的推动科学课上的探究活动的开

展，决定着学生后继的科学学习。

例如，执教鄂教版四年级《科学》《锣鼓声声》一课时，通

过多次试教，对实验记录单进行调整，设计了一个方便学生记录

分析交流的实验单，从而让学生把探究落到实处。

使用的材料 使用的方法 你看到的现象 物体发声时有什么共同点 声音的产生可能与什么有关 让正在发声时物体停止发声的办法

米尺（最好钢尺）

皮筋（较长、较粗）

口哨（内有小球）

吉他

声音是怎样产生的

这个记录单我们可以看出它改进了让物体持续发出声音在 1

秒钟以上，这样可以更直观的观察发声时已经没有再对物体施加

力了，只要物体振动，就有声音产生，一旦停止振动，声音就消

失了。而后面的几样记录共同点、与什么有关、停止发声办法都

是再次引导学生分析声音的产生与物体的振动有关。

三、结语

总之，小学科学实验课教学是一种积累，需要教师的引导，

需要学生的合作，更需要师生的合作。只要实验老师创新实验教

学方法，把解决实验教学难点和调动学生积极性创造性相结合，

实验课教学就能够取得很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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