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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科学：让探究实践走向真实 

——对刘默耕老师“真刀弄枪搞科学”教学探讨 

王金华   杨凌云 

 

【摘要】刘默耕老师对科学教学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要“真刀弄枪搞科

学”。对比当下的科学教学，刘默耕老师的这个比喻中依旧是科学教学要追求的

目标，也就是要让探究实践走向真实，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真做科学。《义务教

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标》）中也提出“倡导以探究和实

践为主的多样化学习方式，让学生主动参与、动手动脑、积极体验，经历科学探

究以及技术与工程实践的过程”。如何落实刘默耕老师的“真刀弄枪搞科学”愿

景，这就需要学生的科学学习从“学科学”向“做科学”转变，通过广大科学教

师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在一个真实的环境中去研究真实的科学问题，通

过课内与课外融合，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问题真实  过程真实  空间真实 

 

在平时的科学课堂教学中，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课堂上因为学生

研究的问题、探究实践的环境等与学生生活关联不大,导致学生学习的兴趣不高,

学生的探究实践活动显得比较被动。在与一些老师探讨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时,

发现一些老师对探究实践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对探究实践活动还停留在表面上，

没有为学生创设一个真实的探究实践环境,学生的学习还处于“学科学”阶段，

没有做到“做科学”阶段，因而使得探究实践的效率不高。 

我们在反复学习刘默耕老师对科学教学的理论中，他的一段话犹如一盏明灯

给了我们方向，这段话是：教育功效“在于通过学着‘像科学家那样’真刀真枪

‘搞科学’的实践行动，使他们增长知识、提高本领，从小养成爱科学的风尚，

从小养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等良好习惯。”《课标》中提出“教师

要创设情境或利用真实情景，引导学生在科学观测中获取直接经验”以及“教师

要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创设真实的生产生活情景，开展科学实验”等要求。按

照《课标》中的相关理念，我们结合《食物在身体里的旅行》一课进行教学研究，

通过课堂教学研究与实践，对“做科学：让探究实践走向真实”的表现方式进行

了探讨，力图从探究实践的问题、过程、空间等维度来实现探究实践的真实性。

下面用“食物进入身体后可能会经历哪些消化器官”这一问题的教学来进行具体

的诠释。 

一、做科学：探究实践的问题必须具有真实性 

探究实践的问题具有真实性是探究实践走向真实的起点,是指通过引入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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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问题，为学生展开探究实践活动提供基础，保障探究实践活动的真实性。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经常看到课堂上学生要研究的问题与学生真实的生活之间

有一定的距离，学生感到有些陌生，缺乏亲近感，研究兴趣不高。 

为了引导学生从提出真实的探究实践问题入手，展开真实地探究实践活动，

在《食物在身体里的旅行》一课的教学中，老师为每个学生准备了一份可以食用

的橙子，然后展开下面的课堂教学: 

师：老师等一会请你们吃橙子，在吃橙子前，先预测一下，当这个橙子进

入你们的身体后会经历哪些消化器官？” 

学生预测以后展开研究，然后老师组织学生汇报，老师根据学生的汇报中

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新的研究问题： 

师：在刚才的研究中，你们把橙子送进身体后，发现橙子沿着口腔、食道、

胃这个线路在旅行。再往后你们就发现问题了，对于橙子进入胃以后捕捉到的

信息，有的说听到橙子运行到胃以后发出的声音，有的说没听到声音，有的拿

不准。根据这种情况，需要再次实验。这次用馒头来进行实验，实验方法跟吃

橙子时的实验一样。吃馒头时要细嚼慢咽，另一个同学要在旁边仔细观察，然

后交换角色，共同来研究馒头进入身体后，尤其进入胃以后的旅行，你们能捕

捉到哪些信息？ 

这位老师通过准备的橙子和馒头，将原来研究的问题“食物进入身体后可能

会经历哪些消化器官”调整为两个具体的研究问题：“橙子进入你们的身体后可

能会经历哪些消化器官”以及“馒头进入你们的身体后可能会经历哪些消化器官”，

这样一来，原来的“食物”变成了具体的食物：“橙子”与“馒头”，原来的“身

体”变成了“你们的身体”。研究问题的变化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研究的问题

成为一个更加真实的问题,学生在课堂上的兴趣大增。 

二、做科学：探究实践过程必须具有真实性 

探究实践过程具有真实性探究实践活动走向真实的关键,是指通过对实验材

料、研究环境等要素的精心准备，使学生经历真实的探究实践过程，在真实的探

究实践过程中发展学生的综合素养。 

在《食物在身体里的旅行》一课的教学中，这位老师在对“橙子进入你们的

身体后可能会经历哪些消化器官”展开具体的探究实践过程中，是这样展开的: 

师：等一会两人一组，一个同学先吃橙子，另一个同学在旁边观察。吃橙

子时要一口吃进去，然后细嚼慢咽，仔细体验并收集橙子进入身体以后发出的

信息。观察的同学可以用眼睛去观察吃橙子时身体上一些部位所发生运动变

化，也可以用手去摸发生变化的一些部位，还可以用耳朵去贴到他的身体上去

听。老师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听诊器，同学们也可戴上听诊器去听，可能会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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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清楚一些。然后两个同学交换角色，重复上面的过程，共同来收集橙子进

入你们身体后发出的信息。 

学生进行实验后进行交流： 

师：橙子进入人体后，你们捕捉到了哪些信息？ 

生：吃的时候先是在口腔里咀嚼橙子，然后在吞咽时喉咙在动，最后感觉

胃也动了一下。 

生：吃的时候感觉凉凉的，先是口腔里感觉凉凉的，然后是咽喉感觉凉凉

的，最后胃部感觉有一点凉的感觉。 

生：...... 

师：你们根据橙子进入身体后捕捉到的信息，发现橙子在身体旅行的线路

先是口腔，再到食道，再往下进入到胃里。 

根据学生研究的结果，这位老师再引导学生继续展开研究： 

师：橙子进入胃以后，你们有的好像就没有捕捉到信息了，有的也拿不准，

同学们也分析了原因。等一会你们再用馒头来做实验，跟吃橙子的实验方法一

样，吃馒头时要细嚼慢咽，另一个同学在旁边仔细观察，然后交换角色，共同

研究从馒头进入体内，尤其是进入胃以后，你们能捕捉到哪些信息？ 

学生实验后进行交流，这位老师根据学生的交流进行归纳： 

师：大部分同学说馒头进入胃以后，就没有捕捉到信息了，因此你们就无

法确定馒头在胃以后的旅行线路，也就无法确定胃后面是一些什么消化器官。 

师：同学们，刚才所吃的橙子、馒头目前停留在胃里，你们也都知道目前

胃里的橙子、馒头经过一段时间后会成为残渣排出体外，同学们推测一下，橙

子、馒头到了胃以后,过几天会再经过哪些消化器官排除到体外？ 

学生作出推测以后,这位老师没有急于给出答案，而是把这一问题布置给

学生作为课外研究任务，让学生在课外先去继续研究。 

分析这位老师展开的探究实践过程，在学生对“橙子进入你们的身体后可能

会经历哪些消化器官”和“馒头进入你们的身体后可能会经历哪些消化器官”这

两个问题探究实践之中，这位老师将两个同学分成一个实验组，为每个组准备了

一盘剥好的橙子和切成片的馒头，实验时首先要求一个学生细嚼慢咽吃橙子、馒

头,仔细体会橙子、馒头下咽时的感觉，让另一个同学通过用眼睛看、用手去摸、

用耳朵或听诊器去听等方法收集相关信息，然后两个同学交换做这个实验，最后

学生交流收集到的吃橙子、馒头时从身体里发出的信息，让学生真实地感知到“橙

子、馒头进入你们的身体后会经过口腔、食道、胃”。其次学生在发现橙子、馒

头进入胃以后就感觉不到相关信息后，这位老师让学生思考并猜测一个问题:目

前胃里的橙子、馒头经过一段时间后会成为残渣出体外，推测一下，过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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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会再经过哪些消化器官出到体外？学生作出推测以后,这位老师把这一问题布

置给学生作为课外研究任务，让学生在课外先去自行研究，而不是当堂通过用图

片、文字、视频等资料来引导学生完成认识目标，这样的教学设计就把研究的过

程完全交给学生,学生的探究实践活动具有真实性，学生的探究欲望得到激发。 

三、做科学：探究实践空间必须具有真实性 

探究实践空间具有真实性是探究实践走向真实的保障,是指通过创设真实的

探究实践空间，使学生的探究实践活动在真实的空间中进行，增强学生探究实践

活动的时效性。在《食物在身体里的旅行》一课的教学中，当学生要探究橙子、

馒头到胃以后会再经历哪些消化器官等问题时，这位老师后续组织的探究实践活

动注重探究空间的真实性，将课外研究任务置身于一个相对真实的空间中。她这

样展开的： 

师：你们准备在课外怎样去研究这个问题？ 

学生提出自己的设想以后，这位老师也为学生提供一些课外研究方法。 

师：同学们，你们在课外可以查阅相关图书，可以向爸妈、医生去请教，

还可到屠宰场、菜市场去观察刚屠宰后的猪，观察猪的消化器官，重点观察

猪的胃以下有哪些消化器官，它可以帮助你们认识人的消化器官。  

这位老师给了学生两周时间，学生完成课外探究实践任务以后,这位老

师用了一节课，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成果发布交流会”，学生用画图、文字、

视频等形式呈现了他们的研究经过、研究结论等成果，最终让学生达到初步

认识食物进入身体后可能会经历哪些消化器官等教学目标。 

我们在学习刘默耕老师的科学教学理论时，我们感到随着时代的推进，刘默

耕老师的科学教育理论更加有其教育价值，能让我们在时代的变化之中，坚守科

学教育的本质与真谛。在这种坚守之下，我们在对“做科学：让探究实践走向真

实”研究成果应用中发现，只要我们科学老师对探究实践研究的问题、过程、空

间等方面进行认真研究与精心准备,最大限度地把探究实践研究的问题、过程、

空间等置身于真实的探究实践情境之中,带领学生展开真实的探究实践活动，并

将课内与课外进行融合。当学生进行的是这种具有真实性特征的探究实践性学习

活动时，他们的学习兴趣就一定会浓厚,学习的动力就一定会被激发，科学思维、

探究实践能力就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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