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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结构性实验材料
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应用

管亚明

【摘要】实验材料是一切科

学探究活动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有结构的科学实验材料既可以缩

短科学教学或是科学实验的时间，

又可以提高科学教学与科学实验

的有效性。因此，小学科学教师

在教学实践中应合理、高效地运

用结构性实验材料，开展相应的

教学活动。教师还要通过结构性

实验材料的应用来培养学生探究

能力、科学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为促进学生科学素养的改善、形

成与发展提供保障。本文就结构

性实验材料在小学科学教学中的

应用进行阐述。

【关键词】小学科学；结构

性实验材料；教学应用；科学素

养；科学能力

科学实验材料是小学科学教

师开展各类科学教学实践活动的

重要工具之一，更是在科学实践

过程中培养学生科学能力、科学

精神、科学思维、探究能力、创新

能力等的重要手段。调查发现，

实验材料的合理运用，还可以改

善、调动小学生科学学习情感，

使之能够真正爱上科学、迷上科

学，在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的过程

中还可以促进学生高阶思维的形

成与发展。结构性实验材料就是

结合实验具体需求对相应实验材

料进行合理的组合，确定实验材

料所应用的具体顺序，以此来提

高实验的准确性以及科学性，

最终促使学生能够高效完成相关

知识的深层次建构以及学科素养

的进一步发展［1］。因此，结构性

实验材料在小学科学教学或是实

验教学中的应用，既可以有效提

升教学效能，又可以引发学生科

学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科学思维

以及探究能力，在提高科学教学

（尤其是科学实验教学）质量的

同时，也有效促进了学生科学素

养的形成与发展。

一、结构性实验材料的分类

及教学应用范围

结构性实验材料主要分为以

下几大类：

第一，引导型实验材料。引

导型实验材料的主要应用目的就

是利用实验材料来引导、激发学

生进行科学学习、实践以及自主

探究的积极性，使学生能够在该

实验材料的影响下高质、高效地

完成科学知识的学习活动。

第二，认知型实验材料。认

知型实验材料的主要应用目的就

是促进学生对相关科学概念、科

学规律的认知与理解，为进一步

提高学生对科学知识要点、难点

或是科学实验理念的理解提供

保障。

第三，模拟型实验材料。模

拟型实验材料的主要应用目的就

是有效降低科学知识的抽象性，

提高学生的理解程度，为提高学

生科学学习、实践的质量提供

保障。

第四，探究型实验材料。探

究型实验材料的主要应用目的就

是激发、调动学生利用探究型实

验材料自主开展一些科学知识的

探究、探索活动，以培养学生科

学精神、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第五，拓展型实验材料。拓

展型实验材料的主要应用目的

就是在开展科学教学或是实践的

基础上还可以引导学生就一些拓

展型实验材料进行个性化的科学

实验探究，以此来改善、培养学

生探究意识、科学思维、科学精

神以及创新能力，最终为促进学

生科学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

础［2］。

二、结构性实验材料在小学

科学教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缺乏结构性实验

材料的应用意识

调查发现，个别小学科学教

师在一些抽象性或是具体的科学

实验教学时，多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为学生搜集或是制作相应的教

学课件，让学生能够通过观看视

频来了解、学习相关的科学知识

或是实践。由于教师缺乏对结构

性实验材料的应用意识，进而导

致其在教学实践中应用的实验材

料（尤其是结构性实验材料）较

少，这对培养学生科学探究意识、

科学思维与科学精神等均造成一

定的影响。

（二）结构性实验材料的教

学应用效率低

调查发现，个别小学科学教

师在应用结构性实验材料开展教

学时，多以自己的实践操作为主，

学生则通过被动式的“观看”“思

考”去完成科学知识的学习与建

构。毫无疑问，这也直接影响到

了结构性实验材料在科学教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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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的应用效率，不利于学生科

学知识的建构以及科学思维、

科学精神、探究能力的培养，最

终也会影响到学生科学素养的

形成。

三、结构性实验材料在小学

科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一）引导型结构性实验材

料的应用策略

引导型结构性实验材料的

教学应用可以引发学生的科学思

考，使之能够在结构性实验材料

的引导下引发自主探究科学问题

的激情，这对改善学生科学学习

情感、提升其学习效能具有良好

的推动作用。同时，引导型结构

性实验材料的应用，还可以有效

改善传统科学知识、规律单向灌

输的弊端，使学生能够通过各种

实验材料的“应用”与“变化”

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质疑，进而引

发学生的深层次思考。学生自主

展开科学分析与探究，这对改善

学生科学思维、促进科学素养的

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3］。

如，在“证实空气的存在”

实验中，教师就可以让学生拿出

自己准备好的气球（或塑料袋）、

皮套（或棉线）、针（或碳素笔）

等，并为学生创设一个自主探究

的情境：“同学们，我们如何利

用手头的材料去证明或验证空气

的存在呢？说出你们的想法或是

验证方案。”此时，学生的科学

思维、想象力瞬间被释放，其思

考的范围也被“缩小”至手头的

既有实验材料上，这也进一步将

问题简单化，避免给学生造成较

多的困惑。于是，一些学生想到

了将气球或是塑料袋吹大（不能

吹得太满）、用棉线封好，再用

针或碳素笔尖把气球或塑料袋扎

破，并将其移至脸颊处，挤压气

球或塑料袋。此时，脸颊处就会

感觉到有气流流出。当学生亲身

验证完毕后，教师还可以借助一

些问题来进一步促进学生对相关

知识的巩固与内化：“我们周围

的空气的形态是什么样的？”“当

我们坐在火车上，一打开窗时迎

面就会有强烈的风吹来，这是什

么道理呢？”等等。此类利用引

导型结构性实验材料与相关引导

性的问题结合，既可以引导、激

发学生科学学习的热情与兴趣，

还可以促进学生能够利用手头的

实验材料进行个性化、自主化的

科学实验活动，这对培养学生的

科学思维、科学探究能力均具有

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认知型结构性实验材

料的应用策略

科学概念是学生高效认识、

学习科学知识的基础。小学科学

教材中有很多概念，认知型结构

性实验材料则可以避免教师灌

输式、单向的口述式教学，并通

过相关的认知型结构性实验材

料展示或是实践操作来帮助学生

更好地对相关的科学概念有一个

更直观、更清晰的认知，对改善

学生科学学习情感、提升科学知

识获取能力、促进知识内化、提

升课堂教学质量均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4］。

例如，在《认识固体》教学

时，学生往往对固体的概念理解

较困难。因此，教师则可以为学

生提供大量的认知型结构性实

验材料。例如，利用水与冰的对

比，并借助相应的问题来引导学

生在对比过程中进行深层次的思

考与辨析：“同学们，大家对水

和冰都十分熟悉，你们能说出它

们的特点吗？”于是，学生结合

生活经验及既有生活常识，马上

就会得出相应的答案：“水能流

动，冰不能。”“水能流动，还

是软的；冰不能流动，是固定的

形状。”此时，教师就可以继续

结合固体的概念，利用问题引导

学生自主探索固体的概念：“水

是流动的液体，冰是固体。那

么，我们如何去区分液体与固体

呢？”在学生进行思考的过程

中，教师就可以为学生提供更

多的固体材料，如玻璃、石块、

木棒、钥匙等等，使学生能够将

这些固体材料与“水”“冰”的

差异进行对比性分析，最终，促

使学生能够对固体的概念、特点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随后，教师

再正式引入固体的概念，这也有

利于学生对固体概念的理解与

内化。为了改善、培养学生科学

思维以及思维严谨性，教师就可

以利用“黄沙”材料，为学生演

示“流动的固体”，使学生能够

理解：“有一些固体也可以‘流

动’。”这对帮助学生逐步形成

良好的科学思维、发散思维均具

有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认知

型结构性实验材料在概念及一些

科学现象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改

善学生学习方式与思维方式，并

从直观的认识中逐步提高自身对

科学概念、科学现象等的理解，

为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奠定基础。

（三）模拟型结构性实验材

料的应用策略

模拟型结构性实验材料在小

学科学教学中的应用，一方面可

以降低一些科学知识的抽象性；

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学生对科学

知识的理解。另外，教师还可以

组织学生对模拟型结构性实验材

料开展自主操作或是实践应用，

进一步提高学生对科学知识的理

解，且对培养学生科学实践能力、

科学实验的设计能力等也具有重

要的促进作用。

例如，在《沉浮与什么因素

有关》教学时，教师可以为学生

提供一些相关实验模型，如不同

大小的塑料小船模型和金属小船

模型、潜水艇模型、大水槽、砝

码、清水等。教师可以利用这些

结构性实验材料为学生模拟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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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学生在对各种小船模型进

行实践观察之后，就能够初步了

解沉浮的基本关系。随后，教师

还可以组织学生往不同大小的小

船上逐步添加不同质量的砝码，

让学生能够初步了解小船的沉浮

与小船的重量、体积存在着密切

的相关性。当学生完成了对小船

沉浮与重量、体积相关知识学习

之后，教师就可以再组织学生自

主利用潜水艇模型及相关结构性

实验材料（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

实验的需求自行添加一些材料）

进行相应的沉浮实验操作以及自

主验证。模拟型结构性实验材料

的使用，既可以弥补既往课堂教

学中学生无法真实参与、体验各

种科学实验的不足，又可以利用

相关实验材料以更直观的方式将

各种科学知识、科学现象、科学

实验过程与结果呈现给学生，可

以有效化解科学知识中的难点问

题，还能为促进学生科学思维、科

学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四）探究型结构性实验材

料的应用策略

探究型结构性实验材料在小

学科学教学中的应用，一方面可

以培养、激发学生自主开展各种

科学知识、科学实验探究活动的

情感；另一方面还可以促使学生在

科学知识、现象、规律等的探究活

动中逐步形成良好的科学思维、

科学精神以及实践应用能力［5］。

例如，在《导体与绝缘体》教

学时，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相应

的探究型结构性实验材料，如铁

丝、木头、塑料尺、钢尺、回形针

等，让学生自主分析、判断哪些

是导电物体，哪些是绝缘物体。

当学生可以结合科学知识、生活

经验轻易判断出导电物体或绝缘

物体时，学生的成就感、自豪感

也会随之产生。此时，教师再适

时地为学生展示另一组探究型结

构性实验材料，潮湿的木头、完

全被绝缘胶带包裹的钢尺、带塑

料把的金属螺丝刀，再让学生进

行分析与判断，哪些物体可以导

电、哪些物体是绝缘的。学生在自

主进行实践实验、验证的过程中就

会产生“疑惑”：“为什么原来导

电的物体不再导电了？”“为什么

原来绝缘的物体导电了？”此时，

教师再引导学生利用科学知识进

行个性化的分析与猜测（即推理

分析）。学生在亲历“知识——

现象——分析——推理——验

证”的科学知识生成过程中，使

之能够对更多的科学知识、现象

以及科学探究产生浓厚的兴趣，

最终为促进学生科学素养高效地

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五）拓展型结构性实验材

料的应用策略

拓展型结构性实验材料在科

学教学中的应用作用就是利用这

些实验材料来拓展、丰富学生的

科学知识体系、知识视野以及提

高学生科学学习、实践验证的能

力，最终为改善、培养学生科学

精神、探究能力、科学思维、创

新能力等提供保障。

例如，在进行《热胀冷缩》

教学时，教师在学生全面认识到

热胀冷缩现象之后，还可以将相

关知识加以拓展性地引导——固

体具有热胀冷缩的性质，同样，

气体也能够发生热胀冷缩。同时，

教师可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拓展型

结构性实验材料。例如，铜球、

烧瓶、酒精灯、火柴、鹌鹑蛋

（或其他物体），让学生在不破

坏鹌鹑蛋（或其他物体）、烧瓶

的基础上，将鹌鹑蛋（或其他物

体）放入烧瓶之中。此时，一些

聪明的学生往往会结合课堂学习

到的“热胀冷缩”知识进行相应

的方法的推断，于是一些学生想

到先将烧瓶加热，再将常温下的

鹌鹑蛋放在烧瓶口上，待烧瓶冷

却后，就可以将鹌鹑蛋（或其他

物体）吸入烧瓶内。此类拓展型

结构性实验材料的应用，既可以

提高学生对“热胀冷缩”知识的

理解，又可以提高实践应用、创

新应用的能力，最终为强化学生

科学知识体系、促进知识内容以

及科学素养的形成奠定基础。

四、结语

结构性实验材料在小学科学

教学中的应用，既可以有效发挥

其辅助教学的作用，还可以提高

学生对科学知识、现象、概念等

的理解程度。同时，还可以培养

学生科学学习、实验及各种科学

探究活动的情感。因此，教师在

应用结构性实验材料开展科学

教学活动时，必须要结合教学内

容、结构性实验材料的类型进行

针对性的应用，进而才能保障各

类结构性实验材料的应用效果，

并为促进学生科学素养的形成与

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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