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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学要站在儿童的视角出发。教师应当充分考虑儿童的认知

发展规律以及现有水平，遵循由浅入深的原则，设计教学内容。这是

我多次试教《影子的秘密》一课后最深的感受。下面，我将结合这节

课来分享我的试教经历及思考。

一、教材分析

《影子的秘密》是教科版科学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第三课。本课

有三个主要活动∶一是通过模拟材料产生影子。二是利用模拟材料让

影子发生变化。三是通过手影游戏产生更多的影子。在这些活动的基

础上，学生再通过研讨了解影子产生和变化的原因。在本课的教学中，

我对教材进行了改进：找影子——造影子——变影子——消失的影

子。在本课的教学中，我确定了造影子和变影子两个主要活动，前后

经历了三次试教。

二、学情分析

影子对于学生并不陌生，生活中总能见到影子的身影。但是学生

只是看到影子，并没有深究影子产生以及变化的原因。学生对影子充

满好奇，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探究欲。同时，三年级的学生对于描述实

验的方法、现象，并有效进行实验记录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教学环

节设计中，我根据学生的学情，进行了详细指导，并降低了探究的难

度,先引导学生只改变光照射的角度，不改变屏和阻挡物，来寻找影



子产生的变化。搭好了这个梯子，对于“还能改变什么，也能让影子

发生变化？"这一问题学生就会容易理解的多。

三、试教经历及思考

第一次试教：在造影子的活动中，学生根据我提供的材料，分小

组制造出一个影子，然后分析影子是怎样产生的。在变影子的活动中，

让学生先小组制造不同的影子，再进行讨论交流：用什么方法制造出

来的,引导学生分析影子变化的原因。

我的思考：造影子的活动中，学生在我提供的实验材料下很容易

制造出影子，但是对于影子是如何产生的，它的产生需要什么条件？

学生很难说清楚。特别是对于屏的认识，都不是学生自己去探索发现

的，需要老师去点拨及告知。在变影子的活动中，学生很容易让影子

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通过观察学生活动，发现很多小组“变”影

子的活动是无序的，与要研究的问题脱节，更不知道怎样去把观察的

现象记录下来。在汇报交流时，在我的一次次追问下，学生像挤牙膏

似的，慢慢表述着实验中的现象，对于不能表达清楚的地方，我还有

越俎代庖的现象。整节课下来，仿佛是只为了既定的科学知识而在上

课。如何让学生的思维始终贯串整个课堂，如何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探

究，是我本次试教后所思考的问题。

基于以上思考，我进行了第二次试教：在导入活动中，加入了一

段手影小视屏，学生的兴趣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找影子”的活动

很顺利。造影子的活动，我先是通过“如果让你在教室里面制造影子

需要哪些材料？”这个问题来突破学生对于影子产生需要光、阻挡



物、屏的认知难点。对于造影子的活动时，先通过造影子活动，让学

生发现影子会有：形状、大小、长短、位置、方向、颜色。然后通过

“为什么影子会发生这些变化？”让学生设计探索影子变化的原因的

活动方案并进行汇报交流。

第二次试教的思考：在造影子的过程中，学生对于影子产生三要

素的认识通过教师的演示、追问等环节，得出的比较顺利。但还是来

自于教师的引导分析，并不是学生自我认知体现。在变影子的活动中，

虽然让学生从设计实验到实验探究到活动的汇报交流都有思维的深

入，但是对于三年级的学生来说，用控制变量的方法来探究影子产生

变化难度比较大，学生很难把现象与想法表述出来。追根求源就是教

学设计不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的。如何设计贴近儿童认知的结构化探

究，是我本次试教所思考的问题。

基于以上思考，我进行了第三次试教：在造影子的活动中,当我

提问：“你们在教室里制造影子需要什么材料？”学生马上回答：

“手电”。我马上给学生提供了一支手电。学生的兴趣一下子被调动

起来了，很多学生利用手电及身边的材料制造出了影子。汇报交流时，

让各组将制造影子的方法进行梳理总结，教师适时板书。对于学生不

容易理解的屏，我适时追问：“影子落在什么物体上？”轻易突破这

一难点。引导孩子观察记录，很容易归纳出制造影子需要：光（手电

光、灯光、太阳光）、阻挡物（尺子、橡皮、木棒）、屏（白纸、桌面、

墙壁）。影子的产生条件由原来的教师引导变成了学生达成的共识，

这一突破正是学生思维成长的体现。



在变影子的过程中，我通过让学生利用相同的一组材料（纸屏、

小圆柱体、手电）制造第一个影子，指导学生用画图的方法记录第一

个影子，并让学生思考，不改变阻挡物和屏的位置，怎样让影子产生

变化。思考后让部分孩子交流自己的想法，再让学生根据思考分组制

造不同的影子，最后全班交流：在不改变屏和阻挡物的位置的情况下，

你让影子发生了哪些变化？接着，我提供了一组有规律的太阳影子变

化图，让学生分小组利用刚学会的方法快速、有序地制造出这一组影

子，让学生发现无论是让一个影子发生变化，还是让一组影子发生变

化，都只改变了光源的位置。同时学生也会联想到这组影子的变化和

我们生活中太阳下的影子变化是一样的。再引导学生研讨：除了改变

光源的位置，还有哪些方法也能让影子发生变化？一问激起千层浪。

学生立即想到改变阻挡物的摆放或阻挡物与屏的距离也会让影子发

生变化。看似简单的环节，却让学生思维得到发展，实现了从一种方

法到多种方法的转变。

第三次试教的思考：造影子中，我提供一只手电让学生利用身边

的材料制造影子，学生通过自己体验及记录分析很容易得出产生影子

的三要素。在变影子中，教师演示造出一个影子，并指导学生记录第

一个影子，再追问；你想制造出什么不同的影子？学生交流后再动手

实践。这一环节的设计充分体现了“思中做”“做中思”的理念，学

生的思维会不由自主地参与其中。再让学生制造出与第一个影子不一

样的影子，降低了探究难度，探究活动更有目的性，也让学生初步掌

握了控制变量的方法，并对后续研讨“除了改变光源的位置，还有哪



些方法也让影子发生变化”打下了基础。因此，设计基于儿童的视角

的、结构化的探究活动，能将探究活动引向深入，能让学生的思维得

到有效的发展。

四、我的感悟

1、结构化的实验材料，让探究具有层次性。

①改进手电筒：最初，我给每组普通手电做实验，发现学生对于

手电的位置不好固定。后来换成有底座并可以弯曲的小台灯，试教后

发现这种小台灯虽然可以更好的控制位置，但是对学生的实验过程有

了局限性，在制造一组有规律的影子时降低了学生的体验，学生很难

发现制造这组影子时光源位置发生的有规律的变化，所以最终决定用

一只方便移动的手电。

②阻挡物：最初用一个六棱柱当阻挡物，但学生在用画图的方法

记录时，影子的变化多样，在记录上费时费力。后经过我的多次实验，

发现小圆柱体产生的影子更容易画下来，不会造成画图记录难。最后

采用了小圆柱体当作阻挡物。

③屏：最开始用的是一张白纸当作屏，但发现白纸屏不能很明显

的观察到影子的变化，后来就换成了有小方格的纸屏，这样就很容易

观察到影子的变化了。

同时，为了指导学生画好第一个影子，我自主开发了可以固定在

白板上的手电支架、环形灯等器材，这些实验器材的利用也让课堂的

探究具有层次性。

2、实验的有效指导，让探究流程明晰。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课堂中应留足探究空间让学生去参与、体

验、思考。但这不意味着完全放手让学生自由探究。三年级学生能进

行一定的抽象思维，但仍以形象思维为主，并具有模仿性。因此，探

究指导时，我以第一个制造的影子为例，详细指导学生观察影子及记

录影子。在此基础上，学生带着问题思考：你想造出什么不一样的影

子？全班交流想法后，再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制造影子，自主探

究更多让影子变化的方法。如此“先收后放”的实验指导，让探究活

动有序、有目的性。同时实验记录单的三次改进也能帮助学生有序高

效地进行探究活动。

3、设计分层探究框架，推进思维发展。

探究活动是学生学习科学的重要方式。学生借助亲身经历的探究

来直接获取经验，学习和构建具体的科学概念。不能陷入做实验即探

究的误区，而忽略实验的原由以及方法的提出。因此，设计有层次的

探究框架尤为重要。它将引起学生的思维不断卷入，推动思维的发展。

在本课的探究框架中，学生通过皮影戏及手影游戏回忆平常生活中见

过的影子，唤起学生对影子的认识。教师提供有结构的实验材料，让

学生通过找影子--制造影子--改变影子---让影子消失四个有层次的

探究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参与探究活动的积极性，学生在探究活

动中不再是被动的接受安排，而是带着思考、带着问题，在真真正正

地开展探究之旅，并通过交流分享，让学生的思维不断地碰撞，不断

地发展。

我一次次地上课，也在一次次地成长。反思第三次课上，学生思



维活跃，有很多课堂生成精彩点，因为我掌控课堂的能力及经验不足，

没有及时的进行鼓励、点拨与指导。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我会养成

反思的习惯，且行且思且成长。因为科学教育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我

会一直在学习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