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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 学 生 具 有 丰 富 的 想 象 力 与 创 造 力，为 顺 应 素

质教育的发展，小学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通过实验教学模

式来开发学生大脑、启迪智慧，不断提高其想象力与创造力。
然而，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无法进行长时间的实验教学，
教师可以采用“家庭实验室”创新 教 学 模 式，通 过“家 庭 实 验

室”教学来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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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属于小学科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发现新事

物的重要途径，小学生具备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对大多数

事物都满怀好奇， 教师可通过科学实验来培养科学意识与创

新能力，从而为其将来的创新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然而，由

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为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以组建家庭实

验室社团，并鼓励学生将实验带回家，让其利用家中的各种资

源来进行实验，由此，既能创新教学模式，又能提高学生科学

素养。
一、创建家庭实验室

（一）前期准备

无论做何种科学实验，都离不开实验器材，想要充分发挥

家庭实验室的作用与价值，教师必须要做好相应的前期准备，
重点解决实验器材的问题。一般而言，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制作

简单的实验器材，例如量杯、漏斗等等，充分锻炼其动手操作

能力，但有部分器材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精密性，学生不能自

行制作，如天平、钳子等等，教师可以将这些不可自行制作的

器材借给学生，并叮嘱其小心使用、按时归还 [1]。 如若科学实

验只是简单的种植植物，教师可以让学生将废弃的塑料桶、塑

料餐盒、易拉罐等进行回收利用，作为种植植物的盆子，从而

使得实验能够顺利进行。
（二）中期挖掘

科学实验的目的主要是让学生通过实验来发现知识、论

证猜想，而绝非简单的娱乐活动，因此，教师布置家庭实验内

容后，应当要求学生重视实验的过程与结果，并将实验的整个

过程详细记录下来，方便后期的思考与探究。 与此同时，学生

还应当将实验的结果与教材内容进行结合，从中进行挖掘、扩

展、探究，最终获得前所未有的收获。
（三）后期讨论

讨论分析是分享观点、论证结论的过程，科学本身就是一

门兼具严谨性与科学性的课程，容不得半点马虎。学生实验结

束之后，教师应立即组织分析讨论，让其有机会分享自己在实

验中所获得的观点与看法， 从而进一步激发其对科学实验的

兴趣与热情，促进学生学习效果的不断提高。
二、家庭实验室反思

（一）鼓励自主设计实验

实验是探寻真理的重要途径， 也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

方法之一，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除了给学生布置一些实验任

务外，还可以鼓励其自主设计一些实验，通过不断的探究与创

新来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 [2]。学生在看电视时遇到一些困惑的

问题时，可以通过实验的方式 来 论 证 自 己 的 猜 想，例 如 学 生

在看电视 的 时 候 了 解 到 一 瓶 水 结 成 冰 之 后 往 往 会 把 瓶 身 胀

大、胀破，但是在未结冰之 前 并 不 会 出 现 这 种 情 况，此 时，学

生就可以在家中进 行 实 验，将 一 瓶 水 放 入 冰 箱 中 冷 冻，以 论

证自己的猜想， 从而了解到原来水的密度比冰的密度大，这

种生活观察与知识结合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实验的一种。
（二）建立多元化实验室

实验室的类型具有多样性， 学生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

趣爱好、家庭条件来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实验室。 与此同时，
在实验的内容上，学生除了按时完成教师所布置的实验任务，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设计实验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小学

生年纪较小，生活与学习阅历相对有限，对危险的事物缺乏足

够的认识，为了保险与安全起见，教师要求学生在进行实验之

前先进行报备， 如若学生所需要进行的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

性，教师应当及时进行制止，或者与其一同进行实验，从而保

证学生的安全，并促进科学实验效果的不断提高。
（三）实行多元化评价机制

良好的监管是保证活动有序进行的重要手段之一， 家庭

实验室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与创新性， 可极大调动学

生实验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但如若未能对学生的实验活动进

行监管，则有可能导致实验始终处于散乱的状态，因此，为进

一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做完

实验之后写一份详细的实验报告，随后，教师再将其实验活动

情况纳入到综合活动评价当中， 学生的实验成果都会在评价

当中得到良好的体现 [3]。 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在课堂上举办

一些交流会、辩论会等，并让学生自我评价、相互评价，通过实

行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来实现评价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总而言之，科学课程在提高学生想象力、创新力方面有着

重要的作用与价值，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对教学模式进

行创新，通过“家庭实验室”创新模式来激发学生实验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并通过鼓励自主设计实验、建立多元化实验室、
实行多元化评价机制等方式来提高家庭实验的效果， 让学生

能主动参与到实验当中，并对科学产生极大的兴趣与热情，从

而促进其全面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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