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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科学实验融入劳动教育的研究

泸县兆雅镇明德小学 陈静

摘要：2022 版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指出：小学科学课程是一门基础性、实践

性、综合性课程。在新课程标准下，劳动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即劳动素养，

主要包括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劳动习惯和品质、劳动精神。本文基于新课程理

念下的小学科学和劳动学科进行实践研究，提出了一些策略，为科学和劳动学科

提供可复制的范式。

关键字：小学科学实验 劳动教育 融合教育

一、农村小学科学实验教学现状分析

（一）学生知识储备量少

小学阶段的学生对于科学学科的知识储备量，很多学生虽然学习

科学的积极性很高，但很多时候对实验的理解不到位，使得科学实验

效果不佳。

（二）部分实验无法进行

由于农村学校的条件限制，加之新教材的推广，实验室里的很多

器材已不能够满足新教材书本上的实验；且一些实验存在一定的危险，

不适合在课堂上完成。

（三）部分学生缺乏兴趣

由于部分实验无法进行，致使部分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不高。

（四）教师准备实验繁琐

由于农村小学没有专门的实验员准备实验器材，以及实验室有限，

导致很多实验需在教室里进行，这便让科学教师的实验准备更加繁琐，

教师疲于实验器材制作、准备、实验教学，实验效果难保障。

二、农村小学科学实验融入劳动教育的研究策略

（一）改进与创新实验设计和器材

科学组教师将各年级缺乏材料、不好实施或实施效果不好的实验

汇总，大家集思广益，分组带领学生开展实验创新设计与改进、实验

装置制作、测试与评价。此项活动是我校近些年一直坚持在做的活动，

制作了多件创新实验装置，促进了实验教学的落实，在整个活动过程

中无形的将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劳动习惯和品质、劳动精神融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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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科学和劳动素养。同时将生成的创新

实验设计作品进行精心打磨，推荐参加科创赛，屡获佳绩。

案例 1：测量磁力大小装置

内容提要

测量磁力大小装置是一个木箱，在木箱左下方安装一个学生电源，左上方

安装三个带有灯泡的灯座，右方用橡皮筋拴着三个不同圈数的电磁铁，木箱右

下方放着三个便携电子秤，电子秤上放着三个装有小铁钉的圆盘。木箱的里面

用导线把第一个电磁铁和第一个灯座串联，把第二个电磁铁和第二个灯座串联，

把第三个电磁铁和第三个灯座串联，再把三个电磁铁并联起来连接在学生电源

上。这样在通电的情况下，就能直接在电子秤上读出三个电磁铁磁力的大小（磁

力越大，吸起的回形针数越多，电子秤上读出的负数就越大）。由于学生电源可

以改变电压，这样在探究电磁铁磁力大小与电流大小关系的实验时便于改变不

同的电压（即不同的电流），这样就能把两个实验融合在一个装置里完成，既方

便又准确。

关健词 电磁铁 磁力大小 线圈圈数 电流大小

装置制作

材料
木箱一个，带灯泡的灯座 3 个，学生电源一个，电磁铁 3 个、导线若干、铁钉

若干、便携式电子秤 3 个、橡皮筋若干。

装置制作

方法

1.做一个长 50cm、宽 15cm、高 30cm 的木箱。

2.在在、木箱左下方安装一个学生电源。

3.左上方安装三个带有灯泡的灯座。

4.右方用橡皮筋拴着三个不同圈数的电磁铁，电子秤上放着三个装有小铁钉的

圆盘。

5.木箱的里面用导线把第一个电磁铁和第一个灯座串联，把第二个电磁铁和第

二个灯座串联，把第三个电磁铁和第三个灯座串联。

6.把三个电磁铁并联起来连接在学生电源上。

7.再把三个电磁铁并联起来连接在学生电源上。

使用情况

本装置，应用于教科版小学科学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能量》的第三课和

第四课电磁铁的磁力的两个探究活动。

在探究电磁铁磁力大小与线圈圈数关系的实验中，书中的原型（下图 1 和 2）

是在把电池放在电池盒内，在通电的情况下通过改变铁钉上缠绕电线的圈数，

来观察铁钉吸起大头针的数量。



3

原型图 1 原型图 2

在比较电磁铁磁力大小与电流大小关系的实验中，书中的原型（下图）是通

过串联更多的干电池来实现的。

同学们在做探究电磁铁磁力大小与线圈圈数关系的实验时，发现用干电池来

做电源来实验，效果不是很明显；加上电线较粗，在铁钉上缠绕的不是很稳固，

这也造成了实验结果的不准确。而且在做完一种圈数后再做另一种圈数时，电

池已损耗了一部分，这样第二次的电压就减小了，以此类推，第三次第四次就

更小了，这样对后面的实验结果就影响越来越大。

在做探究电磁铁磁力大小与电流大小关系的实验时，发现通过增加电池的数

量来改变电流的大小，比较麻烦。

同学们就想，能不能把实验装置改进一下，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用学

生电源来替代干电池，用漆包线缠绕的线圈来做电磁铁，用电子秤来测量不同

圈数电磁铁吸起铁钉的数量。由于学生电源可以改变电压，也就改变了电流，

这样就能把两个实验融合在一个装置里完成，既方便又准确。

实用性

利用本装置，能直接从电子秤上比较出三种不同圈数的电磁铁的磁力大小

（磁力越大，吸起的小铁钉数越多，电子秤的读书就越大）。采用的是学生电源，

既保证了探索电磁铁磁力大小与线圈圈数关系的实验时电压的稳定，又能在探

究电磁铁磁力大小与电流大小关系的实验时便于改变不同的电压（即不同的电

流），这样就能把两个实验融合在一个装置里完成，既方便又准确。本装置比较

大，无论是教师演示还是学生实验，都容易进行。

创新性
本装置采用学生电源，既保证了探索电磁铁磁力大小与线圈圈数关系的实验时

电压的稳定，又能在探究电磁铁磁力大小与电流大小关系的实验时便于改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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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电压（即不同的电流）；用漆包线缠绕的铁芯来做电磁铁，避免了原型中绕

不紧，绕不多的情况；利用电子秤，能直接读出三种不同圈数的电磁铁的磁力

大小（磁力越大，吸起的小铁钉数越多，电子秤的读书就越大）。

案例 2：光影迷箱研究

内容提要

本装置是用五块木板、三色光源、遮光物制作而成。在中间的木板上打一

小孔，用来放置遮光物，遮光物可以通过木板进行移动，同时在最外面的木板

上打三个小凹槽用于放置三色光源（红、蓝、绿），最后的木板当作屏，从而

形成影子。当三色光源同时照射同一物体使，物体影子由以前的黑色变成了彩

色。

关键词 三色光源 遮光物 屏 彩色的影子

本作品的制

作原理

1.影子的成因：光源照射在不透明的物体上，物体在后面的屏上形成影子。

2.光是沿直线传播的，遇到阻碍不会绕开阻碍物前进。

3.光的颜色叠加，会形成复合色，从而使物体影子的颜色从黑色变为彩色。

装置结构图

装置制作过

程图

装置制作方

法

1.用一块木板做底座，用两块木板遮挡外面光线，保证光源的亮度，在中间放

置一块木板用来移动遮挡物，在外面用一块木板打三个凹槽放置三色光源，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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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放置一块木板并在前方放置 pvc 板当作屏。

2.遮光物的木板上打一小孔，用于放置遮光物

3.遮光物是用厚度较厚的卡纸裁剪而得，分别为病毒、针管、医生、口罩的形

状。

4.三色光源是三个颜色为红、蓝、绿的手电筒

5.同时打开两种或三种光源的时候，照射在遮光物上，移动遮光物，在后面的

屏上形成彩色的影子。

使用情况

本装置，应用于教科版小学科学五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光》的第二、三、

四课的内容学习。第一课中《有关光的思考》的学习中，学生知晓了影子的成

因（光源、遮光物、屏），同学们要不同颜色的光源照射物体，观察物体的影

子颜色都是黑色。

同学们就想，能不能通过一些科学知识和装置？让人们看见颜色丰富的影

子呢？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设计了本装置用一块木板做底座，用两块木

板遮挡外面光线，保证光源的亮度，在中间放置一块木板用来移动遮挡物，在

外面用一块木板打三个凹槽放置三色光源，最后放置一块木板并在前方放置

pvc 板当作屏。现在我们同时打开两种光源照射物体时，观看效果。（如下图）

当我们同时打开三色光源时，我们观察物体影子又变成怎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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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用 scratch 软件制作虚拟实验

对于一些实施条件不足、操作难度大安全隐患大、实施效果不太

好的实验，我们采用虚拟实验的形式授课。在实际授课中，我们发现

孩子们对这种形式很感兴趣，是对现实操作实验的一种补充，值得推

广。

案例一：压缩空气

案例二：空气有质量吗

案例三：热空气会上升

（三）探索“小实验大课堂”大单元实验教学策略

实验教学一直是许多一线小学科学教师的难点，我校每个老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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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从准备器材（制作、购买、检测等）、重复在几个班上实验

课、归纳整理、归还分类摆放到保管室。每个上课老师都去重复一遍，

感觉很疲惫，实验课上，时间有限，一个人看十多个组，实验效果也

不好保障。科学组召开专项研讨会，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大课堂

小实验”大单元实验教学策略。

专项研讨会：构建“小实验大课堂”单元实验教学策略

“小实验大课堂”大单元实验教学策略

“小实验大课堂”大单元实验教学策略 是指科学组在进行单元

教学之前，进行调查研究，搜集好问题，再科学组集体会商，研讨大

单元教学解决方案，然后分组实验设计与制作，最后讲师和助教合作

按年级授课。授课前，各参与教师调好课。每个班先分好组，在班主

任的协助下将一个年级的学生集授课。科学组的所有教师都参加，讲

课的负责讲课，协助的教师负责器材准备、学生安全监管、巡视指导

分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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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小实验大课堂”大单元实验教学

经过反复实践，老师们还比较喜欢这种模式，大家合作完成一个

单元的实验教学。比起一个人单独干轻松许多，由于学生在分组实验

时，有其他老师帮着巡视指导，所以实验效果也好一些。

（四）构建“实验在身边”的创新实验学习模式

科学探究不应止于下课铃声，科学实验也不仅限于实验室。为了

激发孩子们的对科学实验探究学习的兴趣，鼓励孩子们留心观察身边

周围的物质世界。在科学组实验研究中，正值泸州市科协和泸州市妇

联联合发文（泸州市科协〔2022〕23 号）组织开展 2022 年“我和妈

妈学科学”活动，科学组教师觉得这是一个激发兴趣、提升学生实验

探究素养的契机。于是我们积极响应文件精神，开展专项研讨会，构

建“实验在身边”的创新实验学习模式。

借助“我和妈妈学科学”活动，构建“实验在身边”创新实验学习模式

本项目活动成果收纳集已收纳“我和妈妈学科学”视频作品 15

件，并在抖音平台发布，受到家长社会的好评，大家一致认为这样的

活动促进了学生学以致用，不仅将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还促进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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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留心观察身边的物质世界，用劳动来验证自己的猜想，有利于学生

的全面发展。

案例 1：探秘桂圆之用

案例 2：不混合的两杯水

三、努力方向

1.继续深化对农村小学科学实验融入劳动教育的研究，提高学生

的劳动素养和科学创新精神。

2.归纳完善虚拟实验课件库，供给科学教师作备课参考。

3.继续加强对“小实验大实践”单元实验教学策略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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