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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有效开展小学自然科学教学探究活动策略
徐　燕

山东省威海市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小学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　要：自然科学活动的本质是探索，这不仅是学习自然科学的目标，而且还是学习自然科学的方式和方法。教师要改变传

统的教学方法，并与学生一起从各个方面精心计划和执行研究活动，例如提出问题、假设问题、进行实验和研究策略等，需

要学生体验研究的乐趣，并能够培养学生的优秀自然科学精神和研究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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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探究活动的条件
（一）要能引导学生提出有效的自然科学问题

是否能提出有效的自然科学问题是进行自然科学探究活
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在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提出
一个问题或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而学生能够这样做，那
么这样的自然科学探究将是有效的。怎样才能提出有效的自
然科学问题，需要师生共同思考。有效的自然科学问题可以
来自课堂教学中，也可以来自日常生活中，甚至可以来自学
生们的自由猜想。无论哪种方式，教师都要做好引导，让学
生从探究活动中提出问题。探究活动的过程就是不断提出问
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二）要能引导学生提出自然科学有效的假设

很多科技发明和科技进步都来自自然科学家大胆的猜测
和假设，在不清楚探究结果之前，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大胆
假设，只有大胆做出假设，才能促使学生进一步去探究，将
探究活动进行得更加有效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有效的假设是
对实验结果的一种猜想，从这种猜想可以知道自然科学变化
的过程与哪些因素有关，从而能明确自然科学探究的方向。
（三）要能指导学生进行自然科学有效的实验

小学自然科学实验教学以学生的观察和实际动手操作为
基础，按照教材的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演示实验和
分组实验，这两种实验要让学生亲自参加，以便使其获得观
察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二、何开展有效的探究活动
（一）探究活动要注意培养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有效的探究活动，要能使学生充满好奇心。儿童对学习
的兴趣主要来自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渴望。细心呵护和培养学
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促使他们不断深入去观察周围的事
物，引导他们发现并提出自然科学问题，从而为开展探究活
动奠定基础。如果学生对他们自己即将开展的探究活动有了
强烈的好奇心，教师的教学就能得到事半功倍的结果。作为
农村的学校，校园内外的环境就是很好的素材，教师要带领
学生主动到大自然中去，去亲近大自然，大自然就是培养学
生探究能力的乐园。大自然中的动植物就是很好的活动主题，
而且也很适合小学生的思维。
（二）探究活动要在教师的引导下有目的地进行

教师对教学材料的充分准备，为学生提供了客观的探索
机会。然而，如果学生不能掌握有效的探索方法，探索的动
机就无法持续。小学自然科学教学不是以知识学习和方法训
练为主，而是根据学生已有的生活知识，使学生能用自然科
学的视角观察世界。自然科学观察是自然科学探索的基本方

法，要培养学生的自然科学观察能力，首先要传授给学生自
然科学观察的方法，从而使学生的观察具有自然科学性、目
的性。小学自然科学中常用的观察方法有：全面观察法、比
较观察法、归纳观察法。为了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要注意
努力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教师要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中常见
的事物和现象。第二，在观察前，教师要明确观察的目的，
使学生带着目的去观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盲目观察，提高
观察能力，不断积累观察经验。第三，不同的年龄应该设计
不同的观察内容，做到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从而逐渐
培养起学生的观察能力。第四，通过不断地观察探究活动，
要注意培养学生养成自然科学观察探究的习惯。
（三）探究的过程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小组合作意识

在分组实验中，通常要将全班所有学生分成几个组进行
实验，而如何有效自然科学的分组是摆在师生面前的首要问
题。小组的组建应由师生共同参与进行，如果只有学生参与，
会出现男女搭配不均和力量强弱不一致的情况。不过在分组
时，教师也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意见，并让学生明白好的分组
应该考虑哪些问题。在探究之前要明确分工，哪些学生寻找
材料，哪些学生设计操作流程，哪些学生负责记录数据，哪
些学生负责数据整理，哪些学生负责过程监督等。小组合作
活动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并且还要做到相互协作、互
相帮助。小组合作成员还要积极相互沟通，教师也要鼓励学
生多交流，在探究过程中要懂得交流，每个成员都要将自己
看到的、想到的积极与同伴分享，同时还将同伴的合理建议、
推测付诸实践。通过小组内的交流使实验过程更加完善，探
究结果会更加自然科学有效，通过交流可以及时了解同伴彼
此的性格特点，从而使探究活动更加顺畅，使合作效果发挥
到最大。最后，在探究过程中，根据同伴的合理建议改变原
来的实验计划，从而让探究过程更加深入。

三、结语
简而言之，教师应引导学生以各种方式积极开展探究活

动，教师只能是探究活动的引导者和参与者，教师必须设计
与学生进行探究活动的每个环节，利用探究活动培养学生的
素养和能力。只有这样，自然科学探究活动才能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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