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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的课程改革高度重视科学学科的实验教学，普及实验教学是推进基础教育改革的关键保障。小学科学中涵盖了自然科学的多个

领域基本内容，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课堂教学中的演示实验优化策略研究成为了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的关键措施。有鉴

于此，本文首先分析小学科学教学中演示实验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针对性地探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演示实验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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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生涯的开端，也是素养教育与思维培养的关键阶

段。教师对学生进行文化基础知识教育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智力层面的教

育。因此，小学科学教学中需要高度重视演示实验过程，给学生提供更多

的实践机会，以多种途径来保障科学实验教学的有效性。这样一来，也能

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学生主动地获取知识和发展能力。 

1 小学科学教学中演示实验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实验操作问题 

科学学科的综合性和系统性比较突出，学生对于教材内容的理解需

要通过亲身实验来获得，从而在实验过程中实现思维拓展，改变原有的

思维方式。同时，实验对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同样具备促进作用。但

是，基础教育改革的推进并没有改变现有的教学现状，科学课程教学中

的实验操作比例仍然不高，很多教师都会将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却忽

视了实验原理与技巧的讲解。小学生的思维能力比较欠缺，如果缺乏亲

身体验，对于课本知识的理解仍然以机械式记忆为主，无法实现知识的

内化与掌握。 

1.2 实验条件问题 

很多学校在实验相关的配套仪器设备方面配置不足，无法满足教学

工作的实际要求，也无法让演示实验正常进行。再加上缺乏专门的仪器

管理人员，设备出现损坏或其它异常的情况时有出现。 

1.3 实验开展方法问题 

虽然教师能够开始意识到演示实验的重要性，并尝试在课程教学中

使用实验辅助教学的推进，但是在实验开展方法上，出于安全问题等因

素，仍然是以教师操作，学生观看的方式为主，学生并不能亲身参与到

实验过程中。即便他们具有高度兴趣，也无法通过实践操作的方式积累

知识和实践能力，这也应该成为后续教学中应重点改善的情况。 

2 小学科学教学中的演示实验优化策略 

2.1 转变现有的教学观念 

教师在小学科学教学中需要高度重视实验教学，为学生提供实践机

会，给学生创造科学的基本环境，在主动获取知识的前提下发展能力，

形成学科素养和科学品质。所以教师需要转变教学观念，提升科学实验

的重视程度，改变实验教学的现状。例如，多开展与实验有关的教学培

训或其它活动，制定更加完善的标准来指导教学工作的展开。必要时可

以加入实验考核方法，从制度层面完善实验教学，制定政策来维持演示

实验的正常开展。教师作为教育主体，也应该发挥引导者的角色，根据

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地调整个人理念，增加演示实验的课程比例。例如

对于声音这一部分知识的学习，教师可以安排课外实践，让学生自行设

计“土电话”，然后将土电话用于课外传声过程，了解声音是因为振动而

产生的基本原理，落实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也能让学习更具有针

对性。 

2.2 教育实验方法的改善 

学校可以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具有专业特色的教具，在教师的引

导和帮助下，基于课堂基础，探索自然环境的奥秘与生活元素的乐趣所

在，体会创造的成就感。如教师在课外准备手电筒、乒乓球等模拟日食

和月食的过程，用手电筒表示太阳，用两个不同的乒乓球表示地球和月

球。当“月球”移动至“太阳”与“地球”中间后，三者处在同一条直

线时，则月球会挡住太阳射往地球的光线，产生日食与月食现象。 

2.3 教学方法的合理调整 

科学学科是对自然事物展开的研究，所以在课堂内容设置上，小学

科学教师应该倾向于选择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并以此为基础设置教学情

境。对于小学生而言，科学定理的理解难度较大，也会让学生失去学习

积极性。教师应该及时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熟练地掌握不同演示实验

的技巧与要求，从学生的心理接受程度和认知规律出发，以有趣的教学

情境，吸引学生进入实验过程中。另外，教师在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

可以将演示实验交给学生来完成，一方面提升学生的整体参与度，完成

知识的内化，另一方面也能让学生始终具有学习积极性，从而促进基础

内容的学习与掌握。无论是实验教学准备、课堂实验的落实还是课后延

伸，都应该成为演示实验的管理重点，成为教学方法改善的合理参考。 

实验本身具有趣味性，小学科学教师为了提升学生的注意力，可以在有

显示的时间内安排学生展开实验教学，同时做好内容的反馈与指导。例如

教师可以利用米饭和碘酒作为实验原材料，将准备好的米饭放进烧杯之

中，然后在米饭中滴入几滴碘酒，让学生观察米饭发生的变化。学生发现

米饭变为蓝色，此时教师可以借助实验原理说明“淀粉在遇到碘酒时会变

成蓝色”的结果，对于实验教学开展而言，此类实验的作用也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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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多年来的教育工作都高度重视科学学科的研究，而针对

当前的教学现状，也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作为教育工作者，也

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当前小学科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缺陷与问题，采取针

对性的解决方案，完善现有的演示教学，实现课程内容的改革与优化，

为学生创造科学情境，促进其能力发展和治理发展，也有利于提升学科

的专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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