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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小孔成像实验方案的改进策略
潘懂平

贵州省施秉县双井镇中心小学　贵州　黔东南　557200

摘　要：新课改的进一步推行使得核心素养的落实工作有了更快的发展，教师也开始实现全面渗透。以教学方式的改进和教

学内容的优化为着眼点，为自身的教学改革及探讨提供更多的思路。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的变动比较明显，其中教学改革思路

的分析是基础，这一点也是小学科学实验教学中的核心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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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生为本是小学科学素养培养下的一个重要教育理念，

在培养学生科学探究意识、提升学生动手实践操作等关键能
力方面具有突出作用。然而，在实际的科学实验教学中，常
常会因为教师的教学指导不足而直接影响学生参与科学实验
的效果。尤其是教学过程的优化与方法不合等理问题会直接
影响实验教学质量。为此，创新实验教学理念与方法显得非
常重要。

二、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现状
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现状不容乐观，这些问题的出现直接

阻碍着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改革。学生对这门学科的认知出现
了偏差，认为科学实验难度较高并且枯燥乏味。从微观角度
上来看，小学科学实验教学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教师没有合理利用不同的生活素材，精心设计科
学实验教学环节，忽略了新课程改革的贯彻及落实。无法设
置形象生动的科学实验环节来指导学生，学生对科学知识的
印象比较浅显。这种机械的教学模式难以增强教学的趣味性，
学生的参与能动性也受到了挫伤及影响。

其次，教师没有意识到情境创设的重要性，忽略了趣味
化元素的融入。实验教学活动的开展频率相对偏低，严重影
响了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其中趣味教学情境的创设是
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改革的必经之路，有的教师教学经验较少，
忽略了学生自主发现、探讨以及创造的全过程。学生难以深
入其境进行主动的感受以及体验，无法掌握科学实验的具体
要求，难以自主完成整个科学实验探究的全过程。

最后，教师没有主动拓展第二课堂。实验教学开展受到
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无法确保学生真正的实现做中思、思
中学。学生没有意识到科学实验方法改革的重要价值，难以
全面把握科学实验的策略及技巧。

三、新课改下的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策略
（一）创设情境，增强体验
情境教学是指创设含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情境让学生

在探究事件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主理解知识，意义建构的
一种教学模式，又称为实例教学。如何设计学生实验，引导
学生观察到真实而形象的倒立的实像，从而理解成像原理是
“小孔成像”教学中的一大问题。笔者尝试指导小组组长利用
课余时间自制了一个小孔成像的实验器材，如图所示，对教
材的实验进行改进，将接收像的薄膜放大，延伸到一个更大
的纸箱底部，这样成的像更大更易于观察，同时课堂上由小
组长引领全组同学一起探究，活跃了课堂气氛，增强了探究
体验，提高了实验的效率。
（二）实验装置结构改进
可调移位式小孔成像实验装置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旋转

底座，暗箱，配有滑块的金属轨道，高 4 cm 的正立“1”字
形 LED 光源，形状、大小均可调整的小孔转换器，带刻度和
方格的磨沙光屏，带指针的手柄等。

使用黑色有机玻璃板制作暗箱，用金属杆与铁片制作探
究物、像、孔间距离关系的指针手柄和刻度尺，利用合金材
料制作自由滑动轨道、旋转底座。将 LED 光源、带小孔的平
板、带刻度的光屏安装到自由滑动的轨道上，然后连自由滑
动轨道一起安装到暗箱里。暗箱整体安装在旋转底座上，便
于全方位观察。
（三）巧用生活素材
在全面贯彻及落实新课改的过程中，小学科学实验教学

比较复杂。这一教学环节要求教师主动利用形象生动直观的
科学实验现象，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帮助学生高效学习科学
知识。有的教师直接以抽象的科学实验知识为主，通过简单
灌输的形式来让学生自由发挥，这一点导致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受到了影响。对此，教师需要注重引导学生亲自动手操作
科学实验，让学生主动观察科学实验现象，深入分析最终的
实验结果。在主动参与时，学生个人的自主性和学习能力有
了明显的提升。并且能够对最终的科学实验知识有一个深刻
的认知及理解，确保最终的科学实验学习质量及效果。
（四）拓展第二课堂
从学科教学改革的理论层面上来看，动手能力和动脑能

力的培养是重点。小学科学实验的活动的开展要求学生进行
主动思考，自主参与不同的实验操作环节，以此来更好地确
保小学科学实验效果。小学科学实验教学不再以简单的“做
中学”教学理念为依据，而是关注学生的自主思考。让学生
充分体会科学实验方法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学生
掌握实验教学的关键所在。课堂教学时间比较有限，教师难
以在有限的课堂中完成所有的教学任务。因此课外实验教学
内容的拓展非常关键，教师需要选择符合学生学习兴趣的教
学实验，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动性。

结论：综上所述，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活动有利于培养学
生良好的实验操作能力，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为了更好地
满足新课程标准的教学要求，小学科学教师需要以实验教学
为依据，充分利用各种生活素材，找准学科教学的突破口和
着力点。在拓展第二课堂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学生的实验动
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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