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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小学自然科学课的实验教学探究 
◆乔  新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在中旗宏盘乡中心学校  内蒙古乌兰察布  013550） 

 
摘要：小学时期学生的好奇心较为旺盛，在小学的自然科学教学中，学
生一直对自然界的科学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此时教师不能停留在理论
互动上，更应注重实验的结合效果，导入更多趣味的实验效果，引发学
生的注意力，所谓“实践出真知”。在实验的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讲解实
验知识，解读实验问题，还应拓展实验的视野，创新实验的方式，让学
生可以充分的融合到实验中来，引发实验的一系列猜想，小学的实验教
学可促进学生的科学意识形成，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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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自然科学课不仅能够让学生从小学时期形成充分的科
学意识，还能够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教师应在科学实验中给予
学生更多的机会，让学生热爱科学，热爱实验操作，从中汲取科
学的智慧，对于大自然有更多的感悟，在科学的世界中，学生们
尽情的翱翔，他们会更加积极的面对生活，科学带来的不仅是知
识量的储备，同时也有潜移默化的精神熏陶，在精神的视域中，
自然科学能够帮助学生树立信心，促进当代小学生必备素养的形
成。 

一、小学科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注重知识传授，轻视实验教学 
科学的实验课程开展的较少，更多的是在理论的教学中，产

生问题的互动，学生们接触到实验的机会很少，另外在实验中一
般都是教师来演练，一方面小学生的动手能力不足，很容易画蛇
添足，一方面学校的器材少，学生们难以每个人都参与实验互动，
也并未开设独立的科学实验室，学生们想要进行实验的操作还有
一定的空间限制，而在实验的过程中，部分学生的注意力不够集
中，他们缺乏探究的精神，只能短时间的看看热闹，导致实验的
效果不强。 

2.注重实验结果，忽略学生自主实验探究过程  
自然实验的课程中，更加重视实验的最终结论，实际上教材

上已经给出了实验的结论，过程反而一带而过，一些较为有趣的
实验小细节被剔除，导致学生对实验的兴趣不高，匆匆而过的实
验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部分学生只会机械化的记忆，由于考
试中并不考察学生的实验能力，只关注学生的理论学习结果，导
致学生们对实验的重视程度不够。 

3.注重验证性实验，忽略探究性实验的创设  
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试验时，往往多以验证性试验为主，探

究性实验涉及很少。久而久之，学生对实验的兴趣就会停留在低
层次的感知和操作层面，难以形成相对持久的探索兴趣和创造兴
趣。学生的基础知识虽得以落实，基本技能、基本态度和基本能
力却难以落实。 

二、实验教学模式的探究  
新课程实施以前，实验教学大致遵循这样的教学模式：预习

演示――教师讲述步骤、操作要点――学生实验操作――教师小
结得出结论。其中，实验、过程的教学以教师灌输式讲解为主，
学生实验又以简单模仿为主。笔者认为，小学科学实验教学采取
以下模式更能体现新课标要求：明确实验目的和要求——优化实
验教学方案、问题情景设置——学生自主操作实验、探究实验方
案――分析事实、归纳总结——鼓励拓展探究。该教学模式要求
教师在教学环节的设计上，应将重点放在创设出让每个学生都愿
意积极参与的学习情景中，让学生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浓厚的兴
趣去参与实验探究活动，把课堂教学的舞台让给学生，这样就抓
住了学生思维的脉搏，为教学的成功打下基础。现就新教材三年
级科学下册“使沉在水里的物体浮起来”一课中“马铃薯的沉浮
实验”为例设计如下实验教学方案：  

1.明确实验目的和要求  
一大一小两个马铃薯为什么在第一个水槽里会是沉的，在第

二个水槽里全变浮了？学生能在观察中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去探
究科学。  

尝试自己动手制作一瓶盐水使马铃薯浮起来。会验证结论。 

能应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根据观察到二号水槽里的滴液变干后
留下的白色粉末痕迹，能推测马铃薯上浮的原因。学会合作探究，
会做实验记录，并能用文字交流。使学生经历一个典型的“观察
-发现-推测-证实”的科学探究过程。帮着学生形成科学的研究
思想和方法。  

2.优化实验教学方案  
教学准备：小组试验观察用：酒精灯、铁片、木夹、打火机、

大玻璃瓶、搅拌棒、食盐、勺等。教师准备：玻璃水槽两个分别
成清水和盐水、一大一小两个马铃薯、天平一架、量筒一只、大
小相同的塑料杯两个、铁片、滴管。教学方法：问题观察法、实
验探究、分析归纳法。  

3.问题情景设置  
观察马铃薯沉和浮的现象，发现并提出问题。一大一小两个

马铃薯为什么在一号水槽里全是沉的，在二号水槽里全是浮的？
学生在观察中发现了问题。这个时候的沉浮与马铃薯本身的大
小、轻重都没有关系。那么是什么引起了马铃薯的沉浮变化呢？
学生从马铃薯的沉浮现象中产生了新的关于物体沉浮和什么有
关的问题。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发现问题的过程。同
时又是它的在一次经历通过变量来分析原因的过程。  

4.学生自主操作实验、探究实验方案  
研讨马铃薯的沉浮与两个水槽里的“水”有关。学生在观察

中发现了问题。会试着做出这样的推测：两个水槽里的水不一样。
用什么方法来鉴别两个水槽里的水不一样呢？通过这个问题，使
学生经历鉴别方法的探究、设计、改进的过程（由直接品尝到分
别加热蒸发的方法）。从而证实 1 号水槽里的是水，2 号水槽里
是盐水。水里溶解了盐以后使马铃薯浮了起来。  

5.分析事实、归纳总结  
让学生分组合作设计实验，制作一杯盐水，来验证马铃薯在

盐水中能浮起来。要求学生在做实验的过程中认真观察和记录。
并引导学生归纳总结两个问题：1、是否在水中加盐马铃薯就马
上浮起来？2、马铃薯浮起来是否与加盐的多少和杯中水的多少
有关系？是不否在水中加盐马铃薯就马上浮起来？使学生在课
堂教学过程中经历简单的推测、验证活动过程。所以，这部分内
容是学生产生问题后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推测和验证的过程。  

6.鼓励拓展探究  
研讨马铃薯的沉浮与液体有关：通过前面的推测和实验观

察，发现马铃薯的沉浮原来与水槽里的液体有关。学生在实验中
会提出新问题，为什么马铃薯在清水中沉？在盐水中变浮呢？根
据这一问题，先让学生推测一下盐水重还是清水重？在讨论怎样
比较盐水与清水的轻重？教师演示试验验证。相同体积下：盐水
重，浮力大；清水轻，浮力小。讨论：物体的沉浮与液体有关系
么？相同体积下：越重的液体浮力越大，越轻的液体浮力越小。
观察铁片在清水中、盐水中都沉，在水银中飘浮，为什么？来进
一步理解体积相同时，越重的液体浮力越大。教师介绍死海情况，
激发学生会家继续揭开死海奇观之谜。鼓励学生阅读，收集更多
的相关资料信息，丰富自己的认识。 

结束语：总之，科学课程承担着培养小学生科学素养的重任，
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师一定要结合教学内容，优化实验
教学方案，努力创设教学情景，真正把学生看作是一个发现者、
研究者和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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