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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科学实验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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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实验教学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环节，而小学实验教学是一个人科学素养的形成的关键时期，对一个人以后的发展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及科学认识思维能力出发，提出一系列课堂教学路径，旨在使学生获得新的

体验，从而不断加深对科学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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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学教学其实是长期处于以一种比较薄弱的位置，多年
来由于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及教师数量的缺少，科学多年来
一直作为一门副课处于不被重视的地位，科学实验器材更是
严重匮乏，课本中出现的很多实验都不能很好的完成，为了
给孩子们达到更好的科学实验效果，根据多年来从事科学教
学的一点点经验，谈谈我对科学实验教学的一点粗浅的看法。

二、借助科学实验教学，帮助学生掌握基础的科学知识

在科学教学中，经常会遇到抽象性较强的概念与规律，
而学生自身年龄小，由于在科学知识接受和认知能力上较差，
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主要是采取设置动手的实践小游戏来激
发学生的兴趣，能促进学生对有关力量基础知识的掌握，在
这一过程中促进学生动手能力的提升。生活与知识之间的联
系越来越密切。只有从生活中寻找好的素材和信息，教师才
能更好地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不断地拓宽学生学习的范围，
让学生所学的内容和知识越来越广泛，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以增强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作为小学科学教师，我们
要以学生所熟悉的生活入手，把生活中物品所蕴藏的知识发
掘出来，指导学生观察生活中的知识。教师也要改进和完善
教学结构，为学生带来更好的内容，促使学生详细地分析生
活中的科学知识，从多样化的课堂教学活动中，体会到生活
的乐趣，切实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三、借助科学实验教学，养成创新思维习惯

小学生在学习科学时，其中的很多内容与学生的生活有
着紧密的联系，在教学中促进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有效的
促进不良生活习惯的改进。课堂教学活动是小学科学教学改
革得以深入的重要保障，也是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集中体现。
教师只有把创新融入到活动中，学生的思维才能处于不断的
发展之中，课堂教学效果才能真正地得到提高。作为小学科
学教师，我们要从活动入手，牢牢地抓住教学改革的发展航
向，根据学生科学思维发展的基本情况，妥善地设计教学环
节。教师要从不同的教学方式开始，给学生提供独立思考的
机会，促使学生的求知欲不断地增强，内心产生强烈的探究
意识。教师还要引发学生更加深入地思考、想象，在教学活
动中更好地开发学生的创造力，找到学生创新性思维发展的
核心，激发学生内心学习科学知识的浓厚兴趣，以培养学生
感知新知的创新能力。

四、确保课堂科学实验的趣味性得到提升

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的主要内容是对验证一些生活中常见

的化学、物理现象，通过科学的解释让学生明白这些现象均
属于科学现象。而在探索科学内容前，教师需要智慧启发学
生探索欲，通过一定的方式让学生将教学内容与生活现象结
合起来，并设置有趣的故事来提升学生的探知欲，满足学生
得知探知结果之后的自豪感。设计实验过程及实验环节是科
学教学一个重要的环节，为了取得最好的实验效果，我在进
行试验时尤其注重培养学生设计实验教学环节的能力。在授
课时，我先会让学生自己阅读课本，分析所需要的实验器材
及使用方法，设计实验过程及步骤。此外，智慧启发的基础
上，教师需要正确地引导学生进行科学实验，既科学实验、
小心实验，因为学生的好奇心，教师必须贯彻落实实验注意
事项，避免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因为错误操作而导致危险的发
生，如误饮沙石水、喝过量食盐水、打碎试验器具等，而除
过在实验过程中避免危险的发生之外，必须要注意引导的方
式、时间。

五、保障科学实验得到规范的开展

层层深入地设计多元化问题，把学生引领到问题的研究
中，在质疑的驱动下，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和探究。学生动
手能力的培养需要在不断的科学实验中进行。由于教师在实
验中缺乏科学性的引导，导致学生动手能力难以得到有效培
养。基于此，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规范的开展实验，促进学生
动手能力的有效提升。而要想达到这些目的，学生必须做好
实验准备，准备实验所需的材料与器材，并在实验中按照规
范的步骤操作，加强对实验过程的观察，结合实验中的变化
和现象，将实验结果简单的进行信息整理，在科学的教学实
验中促进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六、结论

在智慧课堂背景下展开对小学生科学实验教学方法的研
究，将提高教学质量。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通过科学指导学
生进行实验、正确引导学生科学实验、智慧启发学生探索科
学内容等方法展开教学，以此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促使学
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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