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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科学实验教学高品质课堂的打造研究 
朱珊珊 

(北苑中学) 

摘要：品质课堂是新课程改革的基本追求，是一种能有效提高学生学习质量、学习素养的优质课堂。以往初中科学教师多半是
以自身教学经验和教学目标为基础，对教学过程进行设计，课堂教学取决于教学设计，学生遵循教案进行学习、获取知识。随着新
课程改革的推进，此种教学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科学教学的需求，既无法突出教学效果，也无法联系实际。鉴于此，想要打造品质科
学课堂，就必须要在实验教学中优化生成性教学资源，全面提升教学效率与成果。本文以结晶实验、力的存在教学为例，探讨如何
解决初中科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打造高品质的科学实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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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科学是一门严谨性、实践性、逻辑性较强的课程，实验教

学的目的在于让学生通过动手实践，详细了解一些科学知识、科学

现象以及掌握实验操作技能，发展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以及树立正

确的科学观念。然而，近几年来，科学实验教学并没有随着新课程

改革的推进有较大的变化，实验过程、实验教学方式依旧比较老套，

导致科学实验课堂教学效率及质量低下。在此背景下，品质课堂，

就成为打破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也是响应“减负提质”号召的必

然要求。因而，聚焦科学实验过程优化生成性教学资源，打造高品

质课堂，势在必行。 

一、新课改下初中科学实验教学现存问题 
一般而言，实验教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前奏阶

段，通过理论知识、实例等引起学生对实验的兴趣，为实验教学做

好铺垫；二是进行阶段，实验进行过程中关键在于让学生亲自动手、

主动参与，并大胆猜测、分析与验证；三是拓展阶段，结合实验现

象、实验结果，延伸实验教学，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打造优质的高

品质科学实验课堂的前提，就是要解决这三个阶段所存在的问题，

以问题为导向改进教学、创新教学，促使学生能更为透彻、积极地

学习与理解科学实验知识。  

（一）实验教学安排不合理    

新课改下，初中科学教师对实验的重视度不断提升，但在实验

安排上还是有所欠缺，以至于整个课堂教学效率、质量低下，且未

能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以力的存在这一课为例，大部分教师为了

让学生能感受到力的存在，会结合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从结论入手

让学生了解力的作用，而不是放开手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方案、展

开实验操作。例如，在课堂上举“用力挤压排球”“用力捏空矿泉

水瓶”等例子，通过力能使物体发生形变这一结论，让学生了解什

么是力、力的作用，但学生对力的大小、力的性质等缺乏概念，即

不能用数值大小来衡量力。这也就无法为后续的实验教学做好铺垫

——学生对力的认识还是比较抽象、模糊的，对实验操作内容、步

骤、方法缺乏明确认识，又怎么能针对力的特点来设计与展开实验

呢？自然也就无法激发学生兴趣、激活学生思维，整个实验课堂教

学效率和质量也就难以提升。 

（二）实验内容新颖性不足 

大部分初中生在科学实验课堂上，都是跟着教师的步伐走，很

少进行认真观察与反思，或者是擅自观看别人的操作，课堂纪律涣

散。究其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实验内容、实验过程固定，直接照

搬了课本上的实验设计、实验环节，缺乏新颖性、探究性，学生对

实验提不起兴趣，也就不会去思考、互动与创新，实验教学过程也

就不会出现有效的生成性资源；二是学生在操作过程习惯了只掌握

大概操作步骤的教学模式，并不注重细节和实践，以至于实验过程

中经常出现错误示范，乱搞一通，导致实验操作时大部分学生手忙

脚乱，自然也就忽略了最初的实验目的、实验步骤。例如，在结晶

的实验教学中，很少会有教师对整个实验过程进行重新设计，联系

学生实际生活创新实验，以至于实验操作过程固定、僵硬（基本上

都是进行盐的溶解与结晶实验），学生只是按部就班地展开实验操

作，对于实验的目的以及结晶的用途缺乏正确认识。  

二、打造初中科学实验高品质课堂的有效策略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持续深化，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与质量，已然

迫在眉睫。实验是整个初中科学教学体系中作为重要的内容，学好

科学实验对学生观念树立、能力发展、素养提升具有很大的帮助。

鉴于此，打造高品质的科学实验课堂，既是贯彻新课改理念的具体

表现，也是推进科学教学紧跟时代发展，让学生获得更好教育、全

面发展的基本途径。 

（一）激发学生实验兴趣，实施探究式教学 

高品质的科学实验课堂，意味着高效率、高质量，而传统教学

模式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打造高品质科学实验课堂的第一步，

就是要转变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的实验

兴趣，使得学生积极投入科学实验之中，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

性。科学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尽可能地发挥想象、尽情

思考，先对实验结果进行猜测，再想方设法地去验证自己的猜想，

即使练习错误，也不要打击学生自主思考的积极性，而是引导学生

结合所学知识、生活现象纠错，将错误转为生成性的教学资源，为

学生实验学习而服务，从而激发学生自主地思考、探索所学知识，

为后续实验操作做好铺垫。 

例如，在力的存在这一课中，对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问题，

教师可先举例——“A 队与 B 队比赛拔河，A 队拉绳是作用力，B 

队拉绳是反作用力”，然后让学生探讨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

怎么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通过这个例子让学生探究该怎么证明力的

存在、什么是作用力、什么是反作用力，再进行拓展延伸“根据气

球放手后能飞窜，分析是哪两个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引出具

体的实验内容，由学生自己来设计实验方案、亲自动手操作，而教

师在一旁负责引导与鼓励，从而让学生能全面地理解作用力和反作

用力的知识，并能用所学知识解释生活中的具体现象。 

（二） 结合实践设计实验，促进学生自主创新 

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培养，是初中科学实验教学的基本目标之

一。创新并不是漫无目的探索新的事物、新的知识，而是要以现有

知识、现有资源为基础进行探索、思考与实践。对于思维能力发展

还处于形象过渡到抽象阶段的初中生而言，促进学生创新实验最好

的方式，就是通过小组合作促进学生思维碰撞，让学生互动、交流、

合作与竞争中，保持一种积极、愉悦的心情参与科学实验，让学生

在活跃、轻松的学习气氛中擦出不一样的学习火花。 

例如，在结晶实验这一课中，仅仅围绕盐的溶解和结晶展开实

验操作，是无法激起学生兴趣，促进学生创新的，教师可以将结晶

与日常生活、手工 DIY 联系起来，以庆祝国庆为主题，讲解“在热

水中加入硼砂使之饱和，当水冷却后，硼砂就会以晶体的形式析出”

的实验原理，提供各种色素、硼砂、烧杯等实验材料后，再让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利用结晶的性质，制作美丽、富有个性的国庆手抄报。

在小组合作过程中，学生可以对各种材料的使用以及创意手抄报制

作提出各种想法，并积极地投入到科学实验之中，互动帮助完成实

验。具体实验过程与结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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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中小学教师的效率意识空前加强，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打造品质课堂，也是教师在新课程改革过程中的基本

追求之一。科学实验是初中生认识自然现象、吸收科学知识、掌握

科学规律的重要途径。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既不能照搬宣科，让

学生按照教案学习，也不能忽略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培养，

将有效教学理论引入课堂教学，优化生成性教学资源，是促进初中

生自主参与知识构建，发现与探究科学实验知识，提升科学实验教

学效率的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 
[1] 刘洪波, 张忠利, 朱传江,等. 一种现浇混凝土衬砌结构

裂缝的预防及控制方法:, CN112211650A[P]. 2021. 
[2] 包泽豪. 提高初中科学课堂教学质量有效研究[J]. 中学

生作文指导, 2020(26):1. 
[3] 冷德玉. 高品质课堂创新案例研究[M]. 教育科学出版

社, 2014. 
[4] 罗先. 优化教学策略构建高品质化学实验课堂[J]. 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 2019(5):1. 
[5] 徐鹤. 拾级而上,教学有道 ——高品质课堂实践的经验

总结[J]. 语文课内外, 2020. 
 

 

 

（上接第 44 页） 
5.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技能的对策 
5.1 加深对儿童舞蹈创编的了解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要为自己制定具体可以实施自身能力可

以达成的舞蹈学习计划，不能只依靠教师课堂讲授的知识。课后勤

于练习，主动利用实习见习机会和幼儿园教师交流儿童舞蹈创编的

知识和内容，利用网络舞蹈视频资源，主动学习，研究分解舞蹈动

作，学习完之后再进行练习消化反思，这样才能更为全面的了解儿

童舞蹈创编，只有足够的了解，才能产生兴趣，才能做好，才能得

心应手。 

5.2 注重舞蹈创新能力的培养 

学前教育的学生在掌握舞蹈基本能力后尝试舞蹈创编。这个考

验的是思维和耐心，要有创编意识和勤于动脑的意识，才能创编出

有趣好玩的舞蹈。因此，这就要求学生自己要学会自我驱动，自我

管理，管理自己的时间，管理自己的精力，更高效的提升自己的舞

蹈能力。 

自我驱动，顾名思义自我驱使首先自己去学习这部分内容，其

次自己开始尝试自我练习，钻研每个分解动作，练习动作的柔软度

和力度，最后再进行自我反思，对照着给自己录的舞蹈视频逐个复

盘自己动作哪里出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去锻炼自己的舞蹈能

力。 

5.3 学会正确的自我评价方式 

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学生失去自信心，究其原因是没有建立起

正确的自我评价机制。我们在任何的学习过程中都是由不会到会的

一个过程，要熟练的掌握一门技能就是通过成千上百次的重复练习

做到的。仅仅只是在舞蹈学习上的一些小困难和小障碍就不去克

服，而是用消极态度来面对这样不利于学生自信心的建立。正确的

评价方式，不是因为自己在小事上没有做好就全面否定自己，而是

正确且恰当的肯定自己每一次的进步，正面的认可自己，为自己积

极的心态加油，为自己迈出的一小步加油。 

6.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对学前教育事业日益重视，对于学前教

育专业学生的技能的重视程度也逐渐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培养

的过程中，舞蹈技能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此次研究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访谈法、文献法对西安某

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技能培养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从

中发现一些具体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加深对儿童舞蹈创

编的了解、注重舞蹈创编能力的培养、学会正确的自我评价方式等

三个方面来提升学生舞蹈能力。学生和高校双方面以精益求精的态

度，从舞蹈专业技能入手，更好的去学习和培养，全面提升高校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为幼教事业奠基良好的基础，进

一步促进幼教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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