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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趣味性实验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乔金石　夏玲玲

（连云港市墟沟小学，江苏连云港 222000）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义务教育教学方法也在不断地进行改革，这也对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提出了更加深刻的要求。

科技实验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根据新课程理念对素质教育的要求，根据小学生的认识特点和学习规律，引进趣味教学策略，增加

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实效性，从而体现出本学科的特色，为学生的科学素养发展保驾护航。为此，本文从新课程理念的角度出发，

对小学科学实验教学趣味教学进行详细论述，并对其改进策略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希望能给广大教师同仁提供一些前沿性的教

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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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小学学生因为年龄等原因，在认知、身体、

观念等方面还不是很成熟，因此会对一些有乐趣的事物产生独

特的情愫。创造出一种趣味化的科学课堂，不仅符合科学学科

的实践性强的特点，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他们保持长

期学习的活力，而且与新课改提倡的生本理念相一致，于小学

生心理、身体、精神、生活、学习等各个方面都相当有益处。

因此，在新时期，小学科学课教师应坚持生本和素质教育的理

念，围绕游戏之光，来点亮科学趣味课堂，让学生感受到科学

之魅力，并使他们在学习道路上越走越远，收获更多！小学科

学是以趣味性的强实践性的实验为锚定点的。试验作为它的重

要内容，在整个小学阶段的科学课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教学中，仍然存在诸如有趣、缺乏趣

味、缺乏规划等问题，使其教育效果不佳，直接影响到学生科

学素养的发展。因此，在新课程理念下，教师应坚持素质教育

和生本教育的理念，面对科学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不断创新

教学设计，改进教学模式，建设高素质科学实验课堂，使素质

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一、浅析游戏法渗透进科学课的意义

（一）充实形式，引起兴趣

对学童而言，只有在浓厚兴趣的驱使下，他们才能以一种

更加热情、更加专注的姿态投入到学习中，从而获得更多的学

习收益。同时也启示教师要时刻把握“趣味教学”的理念，以

趣味性吸引教育实效。但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仅仅依靠以前

的言传身教式的讲授方式显然是不现实的。对于这一点，老师

不妨把视角放在游戏教学之上，利用学生喜欢和熟悉的游戏激

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能在课堂上保持持久的生命力，获

得认识的深化和素养的提高。

（二）契合认知，助力成长

初等教育阶段，是学生身心发育的重要阶段。这段时间的

学生还小，对新鲜事物一般都有很强的求知欲。所以，如果频

繁地运用语言填充教学的话，很容易使其产生厌恶或畏难情绪，

为以后的学习及成长埋下消极的隐患。其中，游戏式渗透一方

面符合小学生好奇心强、喜欢游戏活动的特点，既能使学生乐

学、知学、善学，又能营造一种良好的教学环境，使他们能够

全心投入到科学学习中去，观察、创造和社交能力都能被培养

成乐观主义、知学观、学以致用、学以致用。

二、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的问题阐述

第一，没有足够的乐趣。乐趣作为事物探究的主要动力源，

其启示了科学实验教学要围绕趣味教学的思路，以趣味性为

导向，确保教育实效。然而，过去的科学实验教学大都是通

过教师单方操作或口头叙述等方式进行，加之学生自身自主

学习意识不强，导致实验教学效果不理想。第二，目标不明确。

本文认为，要紧紧围绕核心素养教育，构建科学课堂，因此，

一节有实际教育意义的小学科学课是会将学生的素养培养当

做头等要务、良好的实践精神作为根本目标的。但是，从现

实情况看，许多教师仍然重视知识传授，忽视了素质教育，

导致了科学实验教学缺乏育人实效。而且，可塑性也不强。

学科实验教学需要辅以一定的课外实践辅助进行，这也是新

课程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既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而且要

把视角放在课外，让学生能够有精力、有兴趣地拓宽探索范

围，塑造科学精神。然而，在这一方面，有些教师不仅不重视，

而且没有把视角放在课外，无法引导学生在生活中体验生活，

这显然是与素质教育相违背的。因此，做好小学科学实验教

学改革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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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的改进策略

（一）通过游戏预习，做好认知准备

把基础出发点落实好能够对后面的教学起到支撑性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预习，就可以看出课前导入对小学科学课的重要

性了。对于这一点，老师不妨把游戏化教学引入教学环节，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为以后的课程学习作好铺垫。比如，在

教授《磁铁》知识点的时候，老师可以在预习过程中设置一些

游戏环节。第一，老师可以利用一款“猜谜”游戏来引出章节

的知识点，如“一物有怪癖，就要用一根铁棍，一见就粘上，

怎么扯都不行”。第二，老师可以“体验分享”游戏，让学生

举手讲磁铁的特性，每位学生只需说一句，老师会按举手速度

挑选学生答卷，最后某学生回答正确率高或次数多时，老师可

以给他们以一定的物质或言语奖励。

（二）开展小组合作，产生学习的火花

小学新发布的教学标准明确地提出了小学新课程标准需要

发展学生互相之间的协作沟通技能，让团队合作能力得到长足

进步。小组合作能够点燃小学科学实验趣味性的火花。

比如，在《形形色色的植物》的教学中，要求学生以小组

为单位，在课堂下收集各类植物，并且观察植物的模样、颜色、

形态等，经过观察比较，才能发现有差异。通过这种学习方式，

同学们一起就问题发表意见，在一个比较轻松的学习气氛里，

同学们在小组内思想碰撞，进行更有意义的交流活动，通过这

种方式，不断提高他们的学习、合作能力，加深对知识的印象，

提高学习效率。

（三）善用游戏教学，加深课程认识

通过科学教学实践，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引入一些游

戏因素，引导学生进行思索、探究，这样既增加了教学乐趣，

又增加了教学效果。比如，在教授《动物的生活》课程时，老

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制作一款“模仿蚕儿”的游戏，引导学

生以小组的方式进行角色演绎，从而给学生们别样的学习体验，

并让孩子们在趣味活动中，更深刻地体会到相关知识点的内涵。

另外，在《植物成长变化》课程中，老师也可以加入分组绘图

游戏，结合植物各生长阶段的不同成长阶段，运用分组画图作

业，以丰富科学教学的内涵和形式，使学生寓教于乐，使学生

寓教于乐，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四）运用游戏整合，推进课后巩固

许多教育实践都表明，有效的巩固练习是确保教学效果的

重要因素。但是，过去的科学巩固练习大都以习题练习为主，

明显违背了学科特色和素质教育。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可以根

据小学科学实践的特点，将一些游戏活动引入课后巩固环节，

使学生能更主动地运用知识，进行科学实践。举例来说，当讲

完《电路》这一知识点的时候，老师可以安排一场“电路创意

设计比赛”，引导学生根据所学的新知识，创造一种简单的电

路，以竞赛游戏，帮助学生进行更好地学习，提高学生的认知

能力。与此同时，教师们也可以利用“短片记录游戏”，给课

后的实验练习注入一些趣味的内涵，为学生实践、创新等能力

的发展搭建桥梁。

四、结语

激趣计划是教育教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真正

遵循了小学生的学习心理与身心发展实际，于教师可以提升教

授效率，于学生可以增强吸纳知识的效果。今后，在小学科学

课堂上，我们还要不断探寻“激趣计划”教学的新方法，提升

科学教学质量，打造高效课堂，真正让学生“学进去”并“讲

出来”，有所获、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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