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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精彩的小学科学课，关键看学生的实
验探究是否精彩，可以这么说，科学课离不开探
究实验。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想让学生的探
究实验出彩，还必须要有合适的实验材料。实验
定下来，实验材料定下来，这堂课的基本流程就
定好了。精彩的实验能够为课堂加分不少，那实
验材料的选择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我们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选择实验材料:

一、引人注目，选择趣味性浓的材料
小学生爱玩是天性，也是他们的兴趣爱好，

特别是儿童玩具，更是爱不释手。《科学课程标
准》也指出：“科学课的教学方法要富有情趣，符
合儿童认识规律。”因此，要求教师在实验时提
供具有一定趣味性，能充分激励学生实验兴趣，
树立学生科学实验信心的材料。材料本身的趣
味性能对学生产生较强的吸引力，一组好玩的
材料还能调控课堂，提高课堂效率。

例如，在教学电路这一单元的内容时，要求
学生制作红绿灯。在攻克小灯泡亮起来这一难
关后，教师引入“电子百拼”这一材料。电子百拼
其实是一类科学玩具，它把开关、导线、电源等

做成了一系列拼插的玩具，通过拼插组合，完成
电路，既能让小灯泡、小电机等电器工作起来，
又能通过拼插改变电路，完成并联，串联等多种
连接方式。玩具变成了实验材料，学生就可以边
学边玩，既动脑又动手。并且，实验中还能锻炼
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在操作中探究、开发出更
多好玩的玩法。如果老师能再渗透一些电路图
的知识，那学生也可以用电路图的形式，把自己
组建的电路画在纸上，投影在电脑屏上，大家一
起讨论发现原理，发现问题。

除了玩具以外，一些直观性较强的材料也
能通过学生喜爱的形状、色彩和声音给感官更
大的刺激，给学生更大的空间，从而比较全面、
深刻地把握科学知识，并使认识能力得到较好
的发展。

二、货真价实，选择典型性高的材料
教材上的实验往往具有典型的科学概念，

但教师在做实验的时候却达不到想要的实验效
果，没有出现预想的实验现象。事实上，同一类
别、同一名称的材料，其形状大小、软硬程度、吸
水性等属性大有区别，这种区别往往会导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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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和效果的大不同，妨碍学生得出正确的
科学结论。因此，实验材料不是信手拈来就可以
使用的，教师应当精选最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典
型性材料，增强实验效果，彰显科学原理。

例如，在《热的传递》一课中，为了演示热在
液体中的传递，必须把木屑或茶叶或黑胡椒粉
放入水中加热。本实验旨在让学生看清水的流
动方向，可水是无色透明的液体，放在杯子中，
我们就更难看清它的流动方向了，加入的木屑
等只是观察介质，让学生透过介质观察水流的
方向。可这些材料即使加进水里，真的能看清楚
水流的方向了吗？不是的。要达到理想的观察效
果，加入的物质必须不溶解于水，必须颗粒小，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能悬浮于水中，这样观察效
果才是最好的。上述的这些物质，必须要经过严
格筛选，才能取得合适的材料，需要老师提前把
每份材料都试验一遍，才能保证实验现象的典
型性，而这也需要老师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实
验材料的选择上。

三、斤斤计较，选择结构质量精准的材料
在我们的实验室器材中，有各种规格、各种

材质，各种款式的实验材料，可即使是相同规格
的材料，它们之间也有细微的差别。笔者曾经任
意选取了几个 50g的勾码，在电子称上称过，最
重的和最轻的居然相差了 5克之多。这种误差
可以说已经很大了，如果在需要精准测量的实
验中采用这种差别比较大的勾码，就无法准确
地找出规律，得出正确的结论。除了勾码外，我
们选择的其他材料，也要尽量做到斤斤计较。

例如，在《物体的形状改变以后》一课中，每
次给弹簧增加同样大的拉力，弹簧伸长的长度有
规律吗？这个实验对学生操作的精度要求非常
高，学生本身就存在着操作误差，如果此时的勾
码还有较高的误差，那学生得出正确结论的概率
几乎是零。同样是这个实验，对弹簧的选择也是
重中之重。优质的弹簧不仅得出的数据明显，还能
大大降低学生测量的难度，提高实验精度。

三年级下册，研究液体混合前后重量和体
积的变化情况。两种液体事先要用量杯或烧杯
量取定量的液体，如果烧杯的刻度有问题，那液
体混合后得出的结论也会让我们大跌眼镜。笔
者就曾经把酒精和水混合后，体积超过总体积
的现象，让自己尴尬不已。

四、独出心裁，选择巧妙自制的材料
比起实验室里早就准备好的实验材料，自

制的材料更有其独特的魅力。有时候，为了让课
堂更吸引学生，教师会自己制作一些别出心裁
的实验用具。为了达到效果，教师在注重科学理
论的同时，也会对实验材料进行改装，因此，实
验材料上也会有教师改装后的痕迹，展现在同
学们面前时，学生一眼就能认出这材料是生活
中的某样东西，只是经过改装之后，就能进行实
验或者展示，潜移默化地让他们把科学与生活联
系起来，说不定以后在生活中，他们也会利用生
活中的小玩意进行科学创新，做出让人意想不
到的工具，这正是我们科学的意义所在。

如“红绿灯”是马路上常见的信号标志，他
们之间总是能相互转化，不会同时亮起，这是什
么原理呢？这时，老师就展示自制的红绿灯。这
个红绿灯是老师利用台灯、开关等改装的，接上
电源以后，能用开关控制红绿灯的亮灭，并且还
把灯泡设计成马路上信号灯的模样，一展示出
来，不用老师多说，学生就认识了这是马路上的
红绿灯，兴致一下子提高了许多。可学生们仔细
一看，就能发现，这正是生活中常见的台灯，经
过改装而成。就很容易把生活与科学联系起来，
起码以后看到生活中的台灯时，就会想到，这个
台灯可以改装成红绿灯。

总之，要上好一节小学科学课，课堂实验是
亮点；要做好一次课堂实验，实验材料是亮点。
只要我们在设计实验时，多在实验材料上花心
思，想办法，那我们的科学实验一定能为学生的
学习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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