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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化、信息化已成为时代的潮流，学校有责任让学生认识到现代社会信息

化过程对于学习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影响，并把信息化工具作为自己学习的伙伴。

上海小学科学学科通过课例展示、专项培训、教学评优等方式，在小学科学课堂

倡导数字化实验系统（DIS）的应用，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涉及物质科学、生命世

界、地球与宇宙三个课程学习模块的实践课例。数字化实验系统（DIS）的优势

和作用在于，用小学生易于理解的数字来显示实验现象、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

学难点、形成科学概念，实现课堂学习时空的重新分配，学生的科学学习变得更

为有效，科学课堂正在发生着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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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数字化、信息化已成为时代的潮流，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已越来越离

不开信息技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小学科学实验教学迎来了新的机遇。用传

感器采集实验数据、用计算机处理数据，使学生置身于数字化的学习环境中，不

仅有迫切的需求而且有实施的可能。2015 年起，借助于上海市“中小学数字化

实验系统研发中心”研制的数字化实验系统（DigitalInformationSystem，简称 DIS），

上海市小学科学在实验教学上积极探索“信息技术与科学课程深度融合”，转变

了各级教研人员和学科教师的理念，形成了一支数字化实验系统应用的骨干队伍，

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实践课例，同时也初步总结了数字化实验系统运用与小学科学

教学的优势和作用。 

一、数字化实验系统在小学科学教学应用的推进策略 

信息化环境是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环境，也是学生未来踏上社会的工作环境。

但在上海的小学科学实验教学中，普遍存在着设备简易、仪器陈旧、测量粗糙等



问题，显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不能满足小学科学课程发展的需要和

学生适应未来生活的需要。如何让信息技术进入小学科学课程，成为小学科学的

组成部分，帮助学生熟悉信息化环境，加强小学科学课程内容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成为了上海市小学科学课程的一个颇为重要的话题。 

2002 年，由上海市教委成立的“中小学数字化实验系统研发中心”开展了

数字化实验系统（DIS）的研发，DIS 的研发始自物理。2015 年，借助于研发中

心的“立足物理，辐射生、化及小学科学”的策略，上海市小学科学利用展示活

动、骨干培训、评优活动等途径，积极探索数字化实验系统在教学中的应用。 

1.课例展示：更新教师实验教学的理念 

2015 年 5 月，在上海市小学科学市级教学研讨活动中，通过上海市徐汇区

汇师小学叶洲老师“水的压力”一课，绝大多数与会老师第一次看到了数字化实

验系统（DIS）。尽管只是学生实验后的一个小小的补充演示实验，但老师们深切

感受到了数字化实验系统（DIS）的显著作用。 

2015 年 10 月，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的“中小学科学优质课展示活动”中，

通过上海市金山区石化五小刘莹老师“水的压力”一课，既解决了教材上原有实

验原理的错误，又让与会老师感受到了数字化实验系统（DIS）带来的实验原理、

器材等方面创新的可能。 

2016 年 10 月，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的“第四届中小学科学特级教师及名师

论坛”中，上海市教育学会中小学科学教学专业委员会承担了“数字化实验系统

与小学科学教学融合初探”专题研讨活动，通过上海市徐汇区光启小学曹庆明老

师“水的压力”一课和相应主题的交流，让与会老师感受到了数字化实验系统

（DIS）带来的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 

“水的压力”一课前后三次的展示，对于数字化实验系统（DIS）的应用逐

渐深入，执教老师、各级教研人员和观课教师实验教学的理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认识到学校有责任让学生认识到现代社会信息化过程对于学习方式和工作方式

的影响，并把信息化工具作为自己学习的伙伴。 

2.专项培训：提升教师应用实践的能力 

教师相关能力的提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在为期

两年的上海市小学自然第三期骨干教师培训班，专门安排了学员参观“中小学数



字化实验系统研发中心”，活动中学员与数字化实验系统（DIS）紧密接触。培训

班还特意安排了上海市徐汇区光启小学曹庆明老师的“水的压力”一课和上海

市嘉定区教师进修学院陈健老师的《磁性的强弱》一课，既展示上海名师的先进

教学理念、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独特的教学艺术，也让学员学习到了数字化实验系

统与小学科学教学融合的实践案例，激发了学员对于数字化实验系统（DIS）应

用于小学科学的思考与实践，该期培训班的学员目前已成为上海市小学科学数字

化实验系统（DIS）应用的骨干力量。 

除了市级层面的培训外，上海市各区小学科学教研员也组织区域教师参加数

字化实验系统（DIS）的培训，更多教师对数字化实验系统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 

3.教学评优：成为教师实践创新的平台 

培训与学习是实践的基础，教学评优则是实践最好的载体，是数字化实验系

统（DIS）应用的突破点。在 2015 年 10 月的“上海市中青年教师教学（小学自

然、科学与技术学科）评优活动”、2015 年 11 月的“全国第三届中小学实验教

学说课活动”、2016 年 11 月的“全国第四届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活动”、2017 年

6 月的“上海市小学自然、科学与技术学科首届实验教学说课活动”等国家和市

级教学评优活动中，来自上海市各区的小学科学教师在数字化实验系统（DIS）

应用于小学科学有了更多的尝试，也有了更多的如热传导、电阻、铁轨会变长吗、

实验探究季节变化的成因等优秀课例。上海市嘉定区安亭小学陈豪老师的“‘控

制变量法’探究影响电阻大小的因素”和上海市崇明区实验小学董道夷老师的“实

验探究热传导的特点与不同材料的传热本领”两个课题分别获得全国第三、第四

届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活动一等奖。 

在各级教学评优中，参赛教师积极实践，为数字化实验系统（DIS）的应用

开拓了新的领域，也因数字化实验系统的高效率为小学科学课堂学习时空的重新

分配提供了可能。 

二、数字化实验系统在小学科学教学应用的课例介绍 

在这两年数字化实验系统（DIS）的应用研究中，上海市小学科学各级教研

人员和学科教师形成了一定数量的涉及物质科学、生命世界、地球与宇宙三个课

程学习模块的实践课例。下面列举其中先期探索的三个课例，来具体说明数字化

实验系统（DIS）应用于小学科学教学的优势。 

1.课例 1：水的压力（沪科教版小学自然教材三年级第二学期） 



本课例是上海市小学科学第一个市级层面的实践课例，先后有三位老师执教，

分别解决不同的问题，研究得以逐步深入，数字化实验系统（DIS）的优势越发

明显。 

第一位执教的是上海市徐汇区汇师小学叶洲老师，他在准备 2015 年 5 月的

上海市小学科学市级教学研讨活动中，试教时发现利用传统实验器材（装置如图

1 所示）验证学生关于“水的压力与水的多少关系”猜想时，因饮料瓶上所打孔

的问题，有的小组水喷射出的距离相同，有的小组水喷射出的距离不相同，学生

无法利用实验现象得出清晰明确的结论。为解决学生的学习难点，叶洲老师将数

字化实验系统中的相对压强传感器改造成为能够比较水的压力大小的装置，如图

2 所示，通过在两个不同容器中相同深度处的传感器显示的数字，清晰地呈现了

实验现象，学生顺势得出了清晰的实验结论。 

 

 

 

 

 

 

 

 

第二位执教的是上海市金山区石化五小刘莹老师，她代表上海参加“全国中

小学科学优质课展示活动”，备课中有老师提出教材中的“水的压力与水的深度

关系”实验的原理有问题（装置如图 3 所示），已有学者发文指出了相关的问题，

如图 4 所示。为了学生能够通过实验验证自己的猜想，刘莹老师借用叶洲老师改

造的装置，如图 5 所示，用数字解决了教材中的科学性问题，通过演示帮助学生

得出了实验结论。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第三位执教的是上海市徐汇区光启小学曹庆明老师，他代表上海参加“全国

第四届中小学科学特级教师及名师论坛”，主要解决前面两堂课的数字化实验系

统（DIS）的应用停留在演示实验的层面，如何将数字化实验系统（DIS）成为

学生探究的工具，曹庆明老师进行了实践探索，实验装置还是前两个课例的装置，

但曹庆明老师利用他个人的教学经验和对数字化实验系统（DIS）的理解，在课

堂上将数字化实验系统统（DIS）变成了学生搜集证据的新工具，同时利用核心

学习活动将学生学习逐步走向深入，并通过重视过程评价让学生承担更多学习责

任，充分展现了一位上海市小学科学特级教师的风采。 

2.课例 2：磁性的强弱（上海牛津版小学自然教材四年级第一学期） 

本课例是上海市嘉定区教师进修学院陈健老师执教，作为一名区域的学科教

研员，他带头积极开展数字化实验系统（DIS）的应用实践。《磁性的的强弱》一

课，通过学生的探究得出磁铁两端的磁性最强。用传统的器材，学生无法清晰得

到磁铁不同部分磁性强弱的差异。陈健老师引导学生利用磁感应强度传感器进行

探究，验证猜想，实验装置如图 6 所示。 

 

 

 

 

 

图 5                 

图 6                 



这一实验的优点有两个：①传统器材无法研究，通过数字，完成研究；②实

验现象稳定、清晰、直观。 

3.课例 3：热传导（沪科教版小学自然教材三年级第一学期） 

本课例是上海市崇明县实验小学董道夷老师执教，本节课的教学难点为不同

物质的传热本领不同。董道夷老师将自制实验设备与数字化实验系统 DIS 相结合，

设计了如图 7 所示的实验器材，其中含有传感器支架、温度传感器、导热基座、

金属棒、陶瓷棒、塑料棒等主要部件，将数字温度计与金属、陶瓷、塑料等距离

接触后，结合 DIS 应用软件可得到不同物质的传热本领不同，如图 8 所示。实验

时，设定时间间隔为“4 秒”。点燃酒精灯加热金属铜块，点击【记录】，开始记

录数据。自动记录 30 次后，实验自动停止，熄灭酒精灯，分析电脑界面右侧温

差框中的温度变化，就可得出实验的结论。 

 

 

 

 

 

 

 

 

 

董道夷老师这样做有三个目的：①缩短实验时间，120 秒即 2 分钟内完成实

验；②验现象可以更为稳定、清晰、直观；③研究对象（实验所用材料）可以更

为全面，传统实验用的材料为铜、铁、铝三种金属材料，而本实验用的是金属铝

棒（左）、陶瓷棒（中）与塑料棒（右），且对于热得不良导体陶瓷与塑料，通过

数字的呈现，现象也变得可见了。最后运用数据分析法，学生可直接得出不同物

质的传热本领不同。 

三、数字化实验系统在小学科学教学应用的优势分析 

在经历了 2 年多的研究与实践后，上海市小学科学各级教研人员和学科教师

都深切感受到了数字化实验系统（DIS）在小学科学教育教学中的独特优势。 

图 7                                 图 8 



数字化实验系统（DIS）由传感器代替学生读取数据，用数据显示器或者计

算机代替手工记录，通过 DIS 专用软件对数据进行简单统计、处理和分析。其连

续、实时记录、处理数据的方式能有效反映实验过程中的变化过程，学生不会因

为繁琐的记录、计算过程而忽略实验过程中的任何现象，有更多的时间去设计、

思考与分析，实现了课堂学习时空的重新分配。 

数字化实验系统（DIS）是一种能够把实验产生的各种数据以数字的形式呈

现给实验者，能快速、准确、实时开展科学实验，进行科学探究的实验系统。从

上述的三个课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各位执教老师都是在“数字”这一小学生容

易理解的方式上做文章，将“模糊的结论”通过“数字”变为“清晰的结论”，

将“不清晰的现象”通过“数字”变为“清晰的现象”，将“无法研究的过程”

通过“数字”变为“可以研究的过程”。 

数字化实验系统（DIS），可以显示实验现象，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

为学生形成科学概念提供基础，为学生体验科学技术对于学习的重要性提供最好

的示例，也可以为学生将信息化工具作为自己的学习伙伴搭设平台。学生的学习

变得更为有效，科学课堂发生了变革。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指出，没有课程资源的广泛支持，

再美好的课程改革设想也很难变成中小学的实际教育成果，因为课程资源的丰富

性和适切性程度决定着课程目标的实现范围和实现水平。同样，数字教育资源的

丰富和适切，必将带来小学科学教育的变革，必将带来科学教师教学方式的变革，

也必将带来小学生科学学习方式的变革。为此，我们将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中学物理课程标准(试行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10. 

[2] 孙瑞敏.容器侧壁小孔中喷出的水流实验.物理教学,20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