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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式学习是学生学习科学的重要方式,课堂上短短的 40 分钟,并不能真正满足孩子对探究的时空需求。 开展亲

子探究成了当下较流行的拓宽儿童探究时空的有效方式。 它不仅能激发孩子和家长的探究兴趣,加深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养
成良好的探究习惯和能力,提高科学素养,也便于促进亲子双方,家校双方更好地合作和交流。

Abstract:Inquiry-based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students
 

to
 

learn
 

science.
 

The
 

short
 

40
 

minutes
 

in
 

class
 

can
 

not
 

really
 

meet
 

the
 

space-time
 

needs
 

of
 

children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parent-child
 

inquiry
 

has
 

become
 

a
 

popular
 

and
 

effective
 

way
 

to
 

broad-
en

 

the
 

time
 

and
 

space
 

of
 

children's
 

inquiry.
 

It
 

can
 

not
 

only
 

stimulate
 

children
 

and
 

parents'
 

interest
 

in
 

exploration,
 

deepen
 

their
 

under-
standing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develop
 

good
 

exploration
 

habits
 

and
 

abilities,
 

and
 

improve
 

scientific
 

literacy,
 

but
 

also
 

facilitate
 

the
 

better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nd
 

between
 

parents
 

and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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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正处于学好科学知识和养成良好探究精神的关

键时期,其科学素养的高低不仅仅影响到个人未来的发展好

坏,更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整体素质。 小学科学课程的学习方

式多种多样,探究式学习是学生学习科学的重要方式。 但是

课堂上短短的 40 分钟,并不能真正满足孩子对探究的时空

需求,开展亲子探究成了当下较流行的拓宽儿童探究时空的

有效方式。 据国内外有关研究表明,父母对探究的参与积极

性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参与探究的热情。 可见,搭建亲子

探究的“桥梁”不仅成为一种流行,更成为一种需要。 如何搭

建亲子探究的坚固桥梁,促进夯实儿童探究之根基、养成探

究之习惯、获得探究之兴趣、体会探究之乐趣,提升探究之素

养,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　 桥之梁,建亲子探究主体之境
科学探究有家长的参与本是一件好事,但容易出现一旦

家长加入,探究的“主体”就会发生变化,家长取而代之,甚至

一手包办,到最后孩子成了旁观者。 其实,不管是课堂探究

还是家庭探究,其主体都应该是孩子,而不是老师或家长。

在亲子探究的过程中,家长和老师要做的是为孩子创建主动

探究的情境,发挥其引导,组织,促进之作用。

情境一:探究过程“精准分析”

当确定探究内容后,家长和老师应该做些什么? ———

“精准分析”探究过程中孩子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思考如何引

导和解决,即对探究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保持高度敏感。 因

为小学生往往在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时会习惯选择放

弃,从而渐渐降低对探究的兴趣。

例如曾有一个一年级的学生和父母一起开展一个家庭

实验:《制作一个会转的小天鹅》,其过程是利用铜丝,磁铁,

电池等物品利用电磁原理制作一个会转的铜丝制品,在制作

的过程中,出现的最大的困难是小天鹅不会转,为什么不会

转,家长分析了很多原因,而且还和科学教师交流,一起讨

论,最后在各种改进下,终于成功了,其实对一年级的孩子来

说,这场探究最大的难点是两个:①技能层面:用钢丝拗一个

“小天鹅”,特别是绕线圈那部分;②知识层面:当出现“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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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不会转时,如何引导孩子分析原因并验证。 针对第一个

难点,当时孩子的爸爸就直接帮孩子完成这一步,笔者觉得

相比家长直接帮孩子做一个,更好的做法应该是家长先研究

用什么办法或者工具可以降低孩子绕线圈的难度,例如可以

引导孩子用一支笔或者圆柱形的物体绕线圈,这样的做法,
家长既没有剥夺孩子自己动手的机会,而且也无形中教育孩

子如何借助其它物体解决问题的意识,这才是以孩子为主体

的情境。 当出现第二个难点“小天鹅”不会转时,相比家长直

接百度或者联系老师,由家长和老师主导分析原因并验证的

做法,更科学的做法应该是家长先引导孩子自己分析原因,
其实孩子并不是完全不会分析原因,因为至少孩子认识磁

铁,孩子熟悉电池,最起码孩子会提出不会转是不是电池没

电等常见的想法。 如果家长为了追求实验完成的效率忽略

了孩子的思考过程,其实倒不如放慢速度,让孩子提出猜想

并亲自验证,直到孩子无能为力解决问题时,家长再带着孩

子一起咨询老师或百度,也可以让孩子自己咨询,而不是家

长自己咨询自己验证,甚至在验证过程中为了怕验证失败而

阻止孩子“动手”,只有创建以孩子为主体的情境,才能真正

激发孩子的探究欲望。

2　 桥之墩,塑亲子探究价值之魂
在亲子探究的实践和跟进中,我对开展亲子探究的价值

定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原来很多老师都认为开展亲子探

究的目的是希望家长能带着孩子多做实验,在多做实验的过

程中帮助孩子学习更多的科学知识并提高探究的兴趣和能

力。 现如今,经过亲身实践和持续地跟进关注,我发现开展

亲子探究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家长带着孩子做了多少个实验,
获得了多少科学知识,而是在探究的过程中培养孩子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让孩子在思考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探究兴趣,了解科学知识,形成良好

的科学探究能力和探究精神。

3　 桥之引,导亲子探究时空之向
经实践发现,面对亲子探究,家长的顾虑主要有三点:①

担心自己工作忙材料准备麻烦;
 

②担心孩子学业任务重没

时间
 

③不知道探究什么。 孩子的顾虑也主要有三点:①担

心作业太多没时间
 

②担心实验太难不会做;③担心爸爸妈

妈没时间陪伴。 可见,在有限的时空里,如何引导家长和孩

子开展亲子探究非常重要。
 

倡导一:多样化的探究形式

在很多家长和孩子的眼里,亲子探究就是买材料做实

验。 其实,科学素养包括多个维度,不同的素养要通过不同

的探究形式加以培养。 除了在家做实验,戏剧表演、科学游

戏、模型制作、外出参观考察等都是亲子探究的有效形式。
为了促进孩子科学素养的多维度发展,我们应该引导家长和

孩子开展多形式的探究,这不仅有助于减轻他们对亲子探究

的“顾虑”,还可以帮助家长和孩子在多样化的探究中发现其

乐趣和价值。
倡导二:弹性化的探究时间

相比课堂探究,亲子探究的时间比较自由,考虑到家长

和孩子对探究时间的顾虑,我们可以引导家长和孩子结合探

究的形式弹性选择探究时间。 这样家长和孩子可以根据学

业任务及居家生活合理安排探究时间。
倡导三:专业化的探究指导

经实践发现,很多父母面对亲子探究,普遍表现出对自

身科学素养不自信,对自身角色定位不清晰,与孩子沟通交

流有障碍等各种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是家长对亲子探究的

认识不不专业。 所以专业化的指导显得尤为重要。 教师可

以推荐优秀的探究资源,如书籍,媒体,平台等,让家长有径

可寻,有理可据。 当探究过程中出现家长无法解决的问题

时,应引导家长和孩子主动联系教师,及时咨询,科学分析,
有效解决。

倡导四:信息化的探究宣传

实践发现,真正会主动开展亲子探究的家庭不多,需要

学校,教师从中大力宣传和鼓励。 学校也可以在亲子探究开

展过程中借学校微信公众号大力宣传优秀的亲子探究案例,
并积极采用各种评价机制如科学小明星,探究型家庭评选等

促进更多家庭参与。 通过活动宣传力度的加大,引发了更加

家庭的关注和参与。
 

4　 亲子探究的实践再思考
开展亲子探究课程,目的是希望家长能带着孩子一起探

究科学,因为亲子探究不仅能激发孩子和家长的探究兴趣,
加深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养成良好的探究习惯和能力,提高

科学素养,也便于促进亲子双方,家校双方更好地合作和交

流。 同时亲子探究对一个科学老师自身的科学教学也有一

定的帮助,因为策划、指导亲子探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相

互促进、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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