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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在小学科学实验教学中，如何进行实验教学的探索 
◆李永刚 

（兴义市红星路小学  562400） 

 
小学科学是义务教育小学阶段的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

也是对学生启蒙教育的重要学科。上好科学课有利于激发学生爱
科学、学科学的兴趣,有利于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动手动脑能
力。科学课也是中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基础，因而小学
阶段科学课教学的好坏,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学生今后的发
展。 学习科学课的过程,是从观察现象,动手实验出发,经过形象
思维和抽象思维形成概念、规律,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进行检验
和运用,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实验是学
科学的最有效的手段，然而，在实验教学中，目前存在的一些与
新课程不协调的低效或无效的行为，导致学生对实验的兴趣下
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有些教师认为小学阶段，不是搞科学研究，学生做不做
实验妨碍不了多大事情，他们对学生实验不予重视，带有应付心
理；甚至有些教师对一些实验采取回避的方式； 

2．部分教师在实验教学时按课本依样画葫芦，把实验的步
骤以及实验的注意事项、实验结果等都讲一遍，学生再实验，缺
少了探究过程中的刺激性、趣味性； 

3．实验教学前，由于教师没有预先多做几次实验，以至于
课堂实验成功率不高，在学生面前出现实验失败的尴尬局面，只
好以“误差”等理由来向学生解释； 

4．在进行小组实验时，一些教师只管让学生自己想怎么做
实验，就怎么做实验，而根本就没有方法的指导、过程的交流、
结果的反馈和总结。这就使得实验教学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
性； 

5．实验教学完全利用课件等多媒体手段来演示替代，学生
对实验本身的体验几乎没有，培养学生的科学技能、科学素养更
是无从谈起；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明白在课堂中提高实验教学有
效性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那么在小学科学实验教学中，如何进
行实验教学呢? 根据我多年的教学经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 

一、认真做好科学实验教学的课前准备 
1.课前认真检查实验器材 
实验器材要逐一检查。如酒精灯，需检查酒精的剂量是否足

够，灯芯是否完好，是否可以点燃。如小灯座，要保持内部接触
良好，能让灯泡亮起来。只有器材完好，才能保证实验顺利进行。
另外，要提高科学实验教学效果，指导学生进行熟练地实验操作，
教师必须在课前试做实验，体验一下效果，使自己在课堂上做到
有的放矢，进行规范而熟练地，并得心应手地指导学生的实验与
观察，从而获得最佳教学效果。 

2.鼓励学生参与实验准备 
让学生自己动手准备实验，不仅能弥补教学器材的不足，且

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教师必须具有处理实验中突发事件的准备 
在实验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影响到实验效果，

所以教师必须在准备实验时充分考虑解决方法。 
二、教师要激励学生参与演示实验 
演示实验是由教师在条件限制下，而采取教师演示的方法进

行的实验活动。但在新课程改革下，学生是科学学习的主体，更
是小学科学实验中的主角，我们教师是科学学习活动的组织者、
引领者和亲密的伙伴。因此作为教师，应该更多地为学生创造更
多的动手操作、动脑思考的机会， 

三、教师要认真指导学生的分组实验  
做好实验离不开教师对实验的指导。首先教师应在实验前进

行指导：学生在开始实验前，教师要就实验中的操作要领，仪器
的使用方法，试剂的用量及添加顺序，以及实验的成败关键等方
面的提示或说明。也可以做示范操作，或针对性提醒、提要求，
或提出几个与实验内容有关的问题，供学生边实验边思考。其次

应加强实验中的指导。实验中有时由于实验条件控制不够，学生
常遇到困难或违反操作规程的操作，而使有些学生常得不到与其
他同学相同的实验现象。这时教师的指导极为重要，若不及时予
以帮助，很可能使学生产生紧张情绪，自卑心理，而失去了实验
的信心及兴趣。教师在巡视中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应及时而又耐
心地跟学生一道分析原因，对错误概念或操作予以纠正，让学生
重新做等等。再次应做好实验后的指导。这种指导是教师根据实
验的目的，结合实验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以及发展学生智
能及实验技能有关的问题，进行总结性评价。 

四、在实验中开展科学探究活动 
小学科学课中的实验教学，虽然没有科学家所做的科学实验

那样复杂和规范，其目的也正是让学生像科学家那样，用科学实
验的方法，去探索、认识自然界事物的性质和规律，从而能动地
改造自然。但是实验中器材不足，材料缺乏等因素严重制约着实
验教学。但农村学校也有许多有利的教学条件，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和资源为科学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活生生的教学材料，为上
好科学课提供了观察、考察、饲养、栽培等实践活动的场所；我
在教学中充分利用、合理取材，让学生接触大自然，有目的、有
计划地引导学生去观察、去实验、去感知自然现象，科学课既能
上得生动活泼、学到许多科学知识和方法，又能受到爱家乡、爱
大自然的教育。 

五、注重科学实验中实验报告的填写和汇报工作 
小学科学课是以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的科学启蒙课。

这门课程不仅要求学生亲历以观察、实验为主的探究过程，而且
还要求学生通过实验报告单将实验过程、实验现象和实验结论记
载下来。这一环节是对实验过程的再现和总结，既有助于学生加
深对新的科学概念的理解，又有助于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
分析概括能力。一个实验做完之后，教师必需了解学生是怎样做
的，看到了什么现象，有什么发现和疑问，这就有了交流汇报的
环节。这一环节既是教师检验实验教学效果的需要，也是学生填
写科学实验报告单的需要。实验汇报是学生发现事物本质、科学
真谛的必要途径。实验汇报力求做到“求同存异”。 

如在教学《花、果实和种子》一课时，让学生解剖油菜花，
发现同学们的实验报告单上雄蕊的数量有的小组填的是 6，有的
小组填的是 5 或 4，汇报时同学们就雄蕊的数量产生了争论，我
没有制止学生的争论，也没有马上把正确的数量说出来，而是让
学生再仔细观察几朵油菜花，说说有 6 个雄蕊的油菜花与只有 5
个或 4 个雄蕊的油菜花有什么不同？同学们说有 6 个雄蕊的油菜
花开的很好，只有 5 个或 4 个雄蕊的油菜花已经开始凋谢了。我
又提醒学生观察这几朵油菜花的雌蕊有什么不同？同学们仔细
观察后说：“只有 5 个或 4 个雄蕊的油菜花的雌蕊要粗一些。”“喔！
我知道了，油菜花本来是有 6 个雄蕊，是后来掉了的。”我听着
同学们的讨论最后总结说：“植物的花担负着产生种子、繁衍新
生命的任务。花朵传粉后，雄蕊的任务已光荣完成，这时花朵枯
萎，花瓣、雄蕊凋谢，植物把更多的营养提供给果实，使果实长
得更好。”学生很高兴，觉得收获很大。 

六、实验后要总结概括 
总结概括是实验教学的重要部分。教师通过分析典型实验，

阐明实验规律，明确选择仪器，加深实验的深化研究探索，培养
学生的思维能力，将学生的思路拓宽，将零散的实验内容系统化，
条理化，从而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得以提高。 

总之，只要教师做一个有心人，就一定能做好科学实验教学，
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获得更高的课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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