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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科学教学中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初探 
◆李凤英 

（湖南省浏阳市黄泥湾小学  410300） 

 
摘要：国内教育处于革新阶段，包括新课程的一些改革，要求小学科学

的教学更加注重学生多方位的培养，不仅是课堂上一些理论知识的学习，

更要学生们提高自我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本文将具体从研究有效的教

学情景、结合活动、加强指导方面尝试探讨提高学生实践水平的教学策

略。 

关键词：新课程；科学教学；动手实践 

 

 

引言： 
在国内的小学课程设置当中，科学是一门要求学生动手实践

能力的课程。学生们在对一些具体科学问题的探究当中，研究的
问题、方法、过程、成果全都离不开学生们的实践活动。可以说，
学生们的所有科学学习活动都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科学学习
的意义也与真正的实践相挂钩，离开实际，所有的科学教育和学
习都是空谈。所以，这就要求在教师们在科学教学当中运用各种
不同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去锻炼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和科学实践能
力，以下将具体介绍一些培养小学生科学实践能力培养的具体方
法和策略。 

一、引导学生学好第一课，激发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欲望 
同学们不是天生就具有科学实践能力的，都需要教师们的启

迪和开发，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对
科学的第一印象是最为重要，这种初步认识将会对以后他们的科
学实践能力和参与科学活动的效果产生巨大的影响。 

小学阶段是同学们的知识启蒙阶段，也是同学们真正开始接
触科学这一学科，通常情况下，教师们往往会过于严谨和小心，
在第一堂课着重强调一些规矩，例如应该怎么学好这门课，在课
上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课堂纪律，在上课前做好哪些课前准备，课
后及时完成作业等等，或者有些老师为了赶自己的教学进度直接
开始第一章的教学内容并布置作业。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不科
学，不可取的。这样会使学生过早地丧失学习科学的学习兴趣，
一旦定下这样的基调，往往就很难再把课堂氛围变得活跃起来，
更谈不上让学生去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只会让学生
们觉得科学很枯燥乏味，疲于应付各种课堂作业。所以，为了改
变这一现象，如果在前几堂课中安排一些视频微课或者线下课程
的学习，例如让学生观察一些有趣的科学现象，激发他们的思维
思考，讲述一些科学家的个人事迹，会让学生们对科学这门课更
加感兴趣，提升同学们认知能力，促进科学实践的兴趣培养。 

比如课本有一章讲到了各种各样的岩石，就可以带一些岩石
进入课堂，让同学们进行传阅和观察，找到岩石的一些自然纹理
和物理特性以及手感等方面的不同特点，进一步诱导同学们进行
思考。通过这些演示，不仅仅能够激发学生们学习科学的兴趣，
感受大自然的奇妙之处，也能够让同学们明白科学不只是书本上
的理论文字，也真实的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只有留意生
活，不断地动手实践和亲身经历，才能够发现科学的魅力。 

二、设计学生动手实验操作的合理教学情境 
同时，由于小学尚且属于教育阶段中比较基础的一环，小学

生们的自我管控肯定不是完全成熟的，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诱导
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进而产生一些负面效果，从而影响自己的学
习活动。在小学科学的教学活动当中，一定要去把握小学生们这
一特殊的心理特点并加以引导，让学生们保持自己的学习兴趣，
维持浓厚集中的课堂学习氛围。这一环节中，教师的作用就显得
尤为重要，教师们可以设计一些有趣合理的教学情景，调动起学
生们的动手兴趣和实验能力，让同学们兴趣为导向，积极的投入
到科学实验动手操作中[1]。 

例如小学科学教教材当中有一章是《植物的生长变化》这一
教学内容为例。教师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加准确的理解植物的各个
特性，可以有效的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2]，可以诱导同学们去说
一些自己家内布置和种植的植物品种，通过课堂的讨论，激起学

生们的学习兴趣，把课堂所讲内容与学生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
来，强化实践效果。在课后也可以安排同学们自己去种植一些简
单的如凤仙花植株，观察其自然生长过程并进行记录，也培养学
生们的实践动手能力。 

三、将实验课程前后的活动有效结合起来 
对于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来说，实验课程前后活动的结合也非

常重要，参与到实验的课前准备和课后总结，就能与实验中的所
有事物充分接触[3]。从而锻炼学生们认识事物的能力，因为小学
生们认识到的事物有限，想要培养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就先要
对他们的各项认知活动进行完善，为以后在实验活动中可能发现
的各种问题做好提前准备工作。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小学的课堂
时间较短，在课堂内完成所有的实验实践安排不现实，所以就要
求学生们在课堂后进行归纳总结，对没有完成的实践活动能够调
动起学生们的兴趣，让同学们在课后能够自主自觉地完成。必要
地情况下，如果该堂实验课的教学效果比较好，教学目标全部完
成，实验也做完了，可以进一步帮助同学们回顾这一次的学习流
程，让同学们进一步巩固这次实验的实验过程，加强这次实验在
同学们脑中的印象并对一些知识进行课外扩展，启发同学们的思
维能力。 

以小学科学教材中《食物》这一章的教学内容为例。在课前，
教师可以先提问学生你们平时早饭吃什么呀，喝了多少水这些具
体问题，让学生们在实验课前带上家里的一样食物，在实验课上
进行观察。引导学生们去如何辨别食品包装上面提供的各项信
息，在课后活动阶段，教师们还可以让同学们再回去对家中更多
的食物包装信息进行记录，将课堂所授知识与实际的日常应用联
系起来，引导学生们去培养自己的实践动手能力。 

四、加强对学生动手操作实验过程的指导 
在小学科学实验中，学生是实验的参与者与实施者，但是因

为小学生们往往经验不够，缺少一些系统的学习方法和研究能
力，在实验中往往会犯错，就需要教师们在一旁以合理的方法加
以规范和引导，帮助学生们更好地完成科学实验，对一些有操作
错误性地地方要及时进行纠正，不能让学生们养成不良的操作习
惯，保证科学实验的顺利完成[4]。对于一些存在一定危险的实验，
要加以提示，学生们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能因为培养实践
能力和获取试验结果而忽视安全问题。一些过于危险的实验，还
是让学生们通过观察进行学习即可。 

例如，在小学科学教材中有一章是电，有一些用电方面的安
全问题就要对学生们进行强调，有一个操作环节是点亮小灯泡，
这一项活动还是要由教师亲自操作比较保险，因为小学生们对电
的认知不够，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模型让学
生们进行引导，而不能直接让学生们进行动手操作。 

五、结束语 
对于小学生来说，科学实验教学课程是让其理解与掌握科学

知识的主要课程。而对于教学活动来说实验又是最好的学习方
式。因而，小学科学实验教学要想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就需要
运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突出小学实验教学的特点，激发起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切实的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全面促进科学
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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