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2

热烈且混乱课堂中的学问

——如何做到团结协作、实践探索
曾淑婷

（珠海市香洲区海湾小学）

摘要：活动探究是小学科学课堂的一大特色，通过活动教师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实践探索、获取真知的能力，因此设计有效、
高效的课堂活动对教师教学、学生知识生成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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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气占据空间吗》课堂展示
下课了，学生陆续拿上课本离开了科学室。我在讲台前看着桌

面上的实验材料，回想刚刚的课堂情景，那场面热烈且混乱。
学生动手探究环节，我巡视每个小组的活动情况，却发现并不

是我现象中那么有序，大家的眼睛只盯着塑料杯，都想亲手去碰碰
塑料杯，活动要求已全然忘记，观察方位、内容不正确，小组内要
么没有人做实验记录，要么记录员不知道记录什么，耳边萦绕着各
种呼唤，“老师，我的纸团掉进去了”、“老师，我们水槽中的水都
洒出来了，是他弄得，都怪他”……

到了分享环节，学生把手举得可高了，纷纷告诉我塑料杯中的
纸团没有湿，我顺势提问：“塑料杯中的纸团为什么没有湿，原因
可能是什么？”大家都很聪明，回答“因为空气占据了里面的空间”，
“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大家有观察到杯子中的水位在什么位
置吗？”没有人能够对实验现象进行更详细的描述，我便再次提问
“纸没有湿，说明水没有……”“进去”“是谁让水进不去呢？”“空
气”“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空气占据了空间”。

在话语的引导下，学生说出了我想要的答案，仿佛大家都掌握
了这节课的最主要知识，但这种教学并不是我想要的，学生在引导
之下被动的接受了知识。

尽管开学第一课对学生分组，设置了小组长，讲解了小组活动中
每一种身份的职责，本以为学生在课堂上能够主动将各种身份分配到
位，有序的开展活动，但现实狠狠的给了我一击！动手操作环节，课
堂非常的热闹，但分工合作、团结互助的叮咛学生早就抛之脑后，心
里只关心能不能拿到材料，在这你争我抢的过程中课堂变得混乱，成
员之间相互责怪、投诉……这与我所期盼的学生在小组活动中养成相
互合作、相互配合、相互帮助的良好品质的教育目标相违背。

二、改进教学设计后的课堂展示
课前，我单独集合每个小组，对每位成员进行分工，观察员：

负责观察实验现象，操作员：负责动手操作，记录员：负责记录实
验现象，并将方法教授给各组小组长，以便他们下次进行分工，循
序渐进。

在活动材料上新增了塑料小方块来辅助学生观察水位，结合实
验现象对实验记录单进行再设计。

师：大家的纸团湿了吗？

生：没有湿。

师：你能说说原因吗？

生：因为空气占据了空间。

师：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空气确实占据了空间？可以看看

你们活动记录单。

生：我们观察到塑料小方块会浮在水面，当我们将塑料杯倒扣

入水中时，发现塑料小方块在杯口，没有进到杯子里面，说明水进

不去，是因为里面有空气，空气占据了里面的空间。

紧接着我又让学生用戳了个小洞的塑料杯再次重复同样的实

验步骤，继续观察、记录，有了第一个活动的经验，第二个活动进

行的非常流畅。

师：现在空气已经从小洞泄露了，不在里面，有什么方法可以

再次让空气占据空间吗？

学生提出了一些方法。师：出示打气筒，学生马上能说出“用

打气筒从小洞往里面打入空气”。

“如果空气确实占据空间，会有什么现象？”“塑料小方块会

往下走”

教师出示微课视频，学生观察、并解释实验现象，生成结论。

三、教学实践感悟
经过修改之后的课堂教学效果，确实有了不小的变化。

（一）分工到人、循序渐进

课前我对每个小组的成员进行详细的分工，确保每位学生都明

确自己的职责，为了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抓住每位学生都想动手

操作的天性，设置由小组长来记录每位成员每节课的表现，并根据

这个表现来安排下节课小组成员的身份。

（二）鼓励、表扬强化行为

设置评比规则，小组的课堂活动情况与课堂加分相关联，当小

组表现好时及时进行表扬，表现欠佳时及时纠正，强化学生的行为，

因此这节课的小组活动表现比上节课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巡视中发

现当成员没有完成好相应的职责时，小组内的其他成员会相互提

醒，成员之间相互争抢实验材料的现象减少了，由操作不当而导致

实验材料浪费的现象也减少了，课堂小组活动进行的更加顺利、有

序。

（三）实验记录单的设计注重现象到结论

修改过后的教学设计和活动记录单更加关注学生知识的主动

生成，学生从记录单上能准确知道需要观察、记录的内容，并且能

够在简单的引导后对记录单上的内容进行整理、总结，找到相应的

证据回答问题，思维有了从现象到结论的推理过程。

知识并不是凭空而来的，都需要实践去验证，科学知识的学习

更是这样，我们不能把学生教成科学家，但可以教会学生学会像科

学家那样去思考、去实践、去验证。

小组合作探究活动是科学课堂常见的形式，有效的小组合作才

能让课堂知识的生成变得高效且有意义。小组合作，少了任何一个

成员，就失去了合作的价值，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继续寻找合适

的措施激励学生参与到小组活动中，在每个小组内、每个班级内形

成团结互助、和谐相处的氛围，在课堂的观察、假设、分析、探究、

总结……每一个环节里渗透科学思维，动手实践获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