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科学小论文(精选8篇)
编辑需要具备良好的文字功底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严谨的
思维和分析能力。编辑时要注意文章的连贯性和层次感，使
之更易读、易懂。下面是一些编辑加工过的文章，希望能给
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和思路。

小学生科学小论文篇一

后来我想用实验来解开他。我从家里的玉米仓中取出玉米，
在仓底下发现了一个老鼠洞。我想捉两只老鼠来做实验，先
用筛子盖住前洞，然后提来一桶水，从后洞往里灌，果然，
捉住了几只老鼠。说也真巧，其中正有一公一母。我非常高
兴，就用绳子拴好鼠腿，然后，找来一把剪刀，把母鼠的胡
子剪掉，再把两只老鼠一起放在洞口附近。只见那公鼠用胡
子探测了一下四周，便很机灵地钻进洞里。可是那母鼠却找
不到洞口了，到处乱撞。接着，我又用水把公鼠灌了出来，
捉住了他，也把胡子剪掉，结果他也找不到洞口了。由此看
来，老鼠的胡子用处还真大。

我又想，老鼠常常夜里跑出来偷粮食吃，人们说他们有“夜
晚”，何不趁此机会再实验一次呢？到了晚上，我先把灯关
上，再把剪去胡子的两只老鼠放在地上，借着窗口射进来的
淡淡月光，只见这两只老鼠东窜西撞，不时发出“咝咝”的
叫声，总是找不到洞口。通过这两个实验，我明白了：老鼠
长胡子，是专门为了探路呀！

科学知识真奇妙呀！我想长大以后当一个科学家，再去发现
一些奇妙的科学知识。

小学生科学小论文篇二

今天，我与妈妈去外婆家，外婆拿出今年刚收的花生，要炒



给我们吃。妈妈说：“炒花生多麻烦，还得用沙炒。”我说：
“干嘛非要用沙子，直接炒不是更快吗？”妈妈说：“那我
们就来试一试吧，看谁说得对？”

我的方法是直接炒。等外婆把灶烧热后，我把一大碗花生倒
入锅内，先用锅铲慢慢翻炒，二十几分钟后，锅里冒烟了，
我慌忙加速翻动铲子，可花生还是越来越黑。我说：“花生
应该熟了吧！”外婆说：“还早着呢！”我只得耐着性子又
炒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外婆才说可以了。我盛起来一
看，花生个个都已经变成“焦黑碳”了。我拿了几个尝了尝，
不是焦的就是生的。

唉，看妈妈的吧！只见妈妈把一大碗沙子倒入锅内翻炒，一
分钟后，倒入一碗花生。只见妈妈不紧不慢地翻炒着。大约
过了半个小时，她把花生盛了起来，滤掉沙子。我不相信妈
妈能这么快就把花生炒熟，用惊奇的眼光望着妈妈炒好的花
生：皮略有点泛黄，拨开一看，仁也熟了。我尝了尝，既香
又好吃。

“哦，对了！如果直接炒，花生受热的面积小，而且受热不
均匀，难怪我炒的花生有的焦，有的生呢！而用沙子炒，沙
子受热速度快，传热性能高，他能很快的把自身受到的热均
匀地传递给花生，使花生全身也均匀地受热，所以花生反而
熟得快。”我大声对妈妈说。妈妈听了我的想法，赞许地点
点头说：“我的女儿真聪明！”

哦，真想不到炒花生还藏着这么大的学问，这真是身边处处
有科学呀！

小学生科学小论文篇三

我出生在一个偏远山区的农村小家庭里，这里虽然生活条件
很差，但在我们家附近有许多大自然的奥秘，有许多自然奇
景，无法解释他们的现象。



当我读到三年级时，第一次上科学课，科学老师给我们讲了
来许多自然知识，并且给我们介绍了一本书叫《小学生十万
个为什么》，如果平时你遇到什么问题不懂，它会告诉你答
案，在那时我就爱上了科学课。在我们学校图书室的书架上，
有许多书。如《格林童话》、《快乐作文》、《史记故事》、
《科学的奥秘》……。但是，在这些有趣而精彩的书中，我
找到了老师给我介绍的那本书——《十万个为什么》。因为
它是我学科学，解疑问的好老师。

《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不光告诉了我许多知识，对我的生
活也有很大的帮助。我是一个爱养长发的女生，以前，我留
着好长好长的头发，可头发很不健康，总是分叉，《小学生
十万个为什么》告诉我：头发太长会造成脑细胞营养不充足，
容易分叉。从那以后，我剪了长发，改成了清爽的短发，就
再也没有分过叉。

有一次，我看见许多小蜻蜓在点水这一自然现象，觉得很奇
怪，心想；蜻蜓点水，难到是在洗澡吗？还是在干别的事呢？
突然，我想到了解疑的好老师——《十万个为什么》。我马
上从书桌里拿出这本书，小心翼翼地打开书，看了起来。哦！
原来小蜻蜓在生宝宝呢。在科学课上，老师经常提问我，你
出了在课本上学到的知识以外，还看到了哪些自然奥秘？我
就给同学们讲：如星星眨眼睛、因为大气的密度随时间和空
间而不断起伏变化着，从远处恒星发出来的光进入地球大气
层后，折射光的方向时时发生变化，使折射光“摇摆不定”。
因此，我们看到的“星光”在不停的闪烁，就像在眨眼睛样。
还有萤火虫为什么在夜间会发出亮光……同学们听了，都称
赞我，还问我从哪儿学的。我告诉你们，去读《小学生十万
个为什么》就知道了。

在我们班上，科学这门课程是我的强项，每次教师提问题我
都能对答如流，每次作业、每次测验我都是90分以上，老师
说：同学们，你们也要像罗春莲同学一样多读《小学生十万
个为什么》，去探索科学的奥秘，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课



余时间我爱讲许多从《十万个为什么》中学到的知识给同学
们听，大家羡慕极了，都叫我“小科学家。”

谢谢你！不会说话的老师——《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是
你给我科学知识，是你让我变得更加聪明，是你让我成为了
一名学生中的“小科学家”，我爱你！

小学生科学小论文篇四

我学习了《铁罐和陶罐》这篇课文，知道了铁罐放在泥土里
容易腐烂，我的脑袋里冒出了一个小问号：“那么铁放在哪
里生锈最快呢？为此，我反复思考研究做了一个小实验。首
先准备三个小铁片，然后一个放在冰箱里；一个埋进泥土里；
最后一个放在盐水中，看看哪一种会更快使铁片生锈。一天
下来，我来到冰箱，小心翼翼地拿出铁片，仔细观察起来，
可铁片却一点儿变化都没有，我接着来到花盆前，挖出藏在
土壤里的铁片，可结果仍是如此，最后我来到水杯前，拿出
浸在盐水里的铁片，可也是一点都没变。这可让我纳了
闷：“难道得时间长一点才能出效果？”我疑惑地走开了，
几天之后，我又来到那儿，惊奇地发现在泥土里的铁片有一
点点生锈，而在盐水里的铁片早已锈迹斑斑。这到底是怎么
回事呢？带着这个疑问，我打开了电脑，原来是原电池反应，
离子导电，因为两种金属通常是活动性不同的两种，以铁和
铜为例，因为空气中有水分，水中通常容有酸性气体，如二
氧化碳，铁片遇到酸失去电子成为铁离子，电子则通过金属
移动到铜，再还原成氢气，形成一个原电子，这种反应成为
析氢气反应。铁的这种腐蚀内称为电化学腐蚀，电化学腐蚀
比一般的氧气还原性腐蚀速率更快，从实验和资料中证明，
盐水会让铁片更快生锈！

想不到就一个问题，竟然要花那么大的功夫去查找资料，去
思考其中问题，一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那么几个字，可是它
其中包含的道理和知识是无法估量的，科学家付出的汗水也
是无法想象预计的，那些科学家真的是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猛然间我恨不得把所有的问题都
思考出一个答案来解释，也正是了解这些后，我对大自然的
好奇心越来越强了。总之，受益匪浅。大自然一个永远说不
完的话题，永远解释不完的奥秘。

小学生科学小论文篇五

摘要：小学生好动好说、似懂非懂的特点要求老师不但要正
确解读他们的言行举止，还要根据他们的言行举止有针对性
地科学合理地实施教育引导。通过两个实际案例，以作者亲
身经历，有感而发的方式方法，希望对小学生行为规范教育
有一定借鉴作用。

关键词：小学生；行为；教育；案例

案例一：“他是全班最不听话的”

这是在一年级的一个班上上音乐课发生的事情。那天唱完问
好歌后，孩子们刚坐下，我还没来得及离开琴凳，就听到有
讲话的声音。一转身，刚好逮到一个讲话特起劲的小男孩，
我很严肃地让那个小男孩站起来，批评的话语还没有出口，
班上一个女生的声音就响起“他是我们班最喜欢讲话、最不
听话的一个……”随着，全班大部分的同学都开始附和，甚
至带着控诉，那个小男孩却不以为意。不管是控诉方还是被
控诉方的表现都让我很诧异，一年级的孩子怎么会说这样的
话？怎么会有这样的表现？通过了解，原来他确实喜欢讲话，
基本上每节课都会讲话，每节课都会受到老师的批评，有些
老师也会说些“你最喜欢讲话、最不乖、老师最不喜欢
你……”之类的话，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就是老师、同学眼中
“最不乖”的学生了，而他自己更是变本加厉，有种不负你们
“所望”的感觉。

其实，每个孩子都有“好孩子”的潜质，我告诉他，老师并
不觉得你是你们班最喜欢讲话、最不乖的孩子，其实你能管



好你的嘴巴……在后面的课上我特别留意了这个小男孩，一
节课下来都表现非常好，还积极举手回答了问题。孩子在跟
着老师的引导专注地学习，哪儿还有时间去讲小话。下课时
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了他，告诉同学们他在这节课中种
种好的表现，他不是最不乖的孩子，而是一个好孩子……教
室里不约而同地响起了掌声。

因此，作为老师的我们，在平时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应特别
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在批评学生时千万不要使用诸如“你
太笨了”“你就是个死脑子”“你哪节课不捣乱呀”“你就
是我们班最烦的”“你要是按时写作业太阳都从西边出来
了”等带有打击式的批评语言，特别是当着其他孩子的面。
这样的话语不仅从语言上伤害了孩子，还以老师的身份无意
识地当众给该孩子下了定义，贴上了“坏孩子”的标签。其
他孩子自然就会下意识地产生一种认同感，并不自觉地按照
老师所批评的.话语去塑造自己的言行举止，不愿意和“坏孩
子”做朋友，甚至刻意孤立“坏孩子”。毕竟学生正处于成
长期，其世界观、人生观尚未形成，没有独立的判断力，老
师作为他们最尊敬和最信任的人，自然就成了他们判断的标
准。所以，我们老师在教育学生时，一定要讲究科学的方式
方法，特别是在批评学生时，应当“就事论事”，不能“上
纲上线”，只批评学生的具体不良行为，切记不要借机贬低
学生的品质和能力。

案例二：“老师，我们也想发书”

这是四年级一对双胞胎的声音。这对双胞胎让我“头痛”了
很久，我使出了很多“招数”对付他们，y果都宣布失败了。
他们依然会在进教室的时候在地上爬，上课的时候下位、讲
话，甚至打架……简直就像两个问题学生。“我们也想发
书”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要求呀，我该答应他们吗？他们会
做好吗？经过一番交谈和约定，他们俩取代了科代表，做了
我的小助手。其实，也就是收书、发书、组织学生进音乐教
室等琐碎的事情。我以为收书、发书，这么简单的事情，想



必对两个四年级的孩子来说，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我错
了，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根本收不好，也发不好。他们不能
将书整齐地收回书柜，每次发书的时候不是这组多了几本，
就是那组少了几本。看着他们放在书柜里凌乱的一叠书，我
有些生气，有些无奈，但不能就此止步。我给他们示范怎么
一组一组地收书，指导他们一遍一遍地练习。几周过后，我
发现他们不仅会收好书了，而且还能有序地组织同学进入音
乐教室、下课后不忘整理板凳等。慢慢的，我发现他们在课
上坐得住了，讲话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最后他们还会提醒周
围讲话的同学认真听讲。我甚是欣慰，其实他们做的都是很
平常的事情，只是多了老师的关注和鼓励，在班上有了存在
感而已。

其实每个孩子在班上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是由于老师太过
关注学习好、表现好的孩子，从而造成了不受关注、不复存
在的错觉。为了引起老师、同学的注意，寻找所谓的存在感，
他们不惜剑走偏锋：上课讲话、随意走动，甚至拌嘴打架等。
所以我们老师不但要关注学习好、表现好的孩子，还要关注
学习一般、表现平平的孩子，更要关注学习差、调皮捣蛋的
孩子。要让孩子们知道，在老师眼中都是一视同仁的，都有
他们存在的价值，整个班级缺一不可。只有孩子们的精神世
界里有了这种意识，他们才会更积极主动地去做自己应该做
的事情，才会更快地成长。

所谓教书育人，我们老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单单要教会
孩子读书写字，还要鼓舞学生的心灵、体察学生的需要，让
学生更有信心、更顺畅地走向目的地。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
个性和要求，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也许跑步前进，也许缓
慢而行，也许边走边停……但都需要我们的关注和帮助，著
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给出这样的建议：“请记住，
没有也不可能有抽象的学生。”所以，我们老师都应该牢记：
教育是满足孩子的需要，我们要关注、观察每个孩子。只有
如此，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指导者的作用，给予孩子最大
的帮助，而不是使之流于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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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科学小论文篇六

人类第一个乘宇宙飞船进入太空的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说，
人类给地球起错了名字，它应该叫做"水球"，因为从太空中
看到的地球，是一个蔚蓝色的星球，它的表面大部分被海水
覆盖着。概括的说，地球上七分是海洋，三分是陆地。

水，是生命之源。人的生命离不开水。人体中所含的水分约
占体重的65%，如果人体损失10%以上的水分，就会导致死亡。

人不吃东西一般能活两周，如果三四天不进水就难以生存。

目前，用水还有许多浪费现象。在城市里，特别是在学校、
机关、工厂等公共场所，自来水管"常流水"的现象并不少见，
没人用水的时候，水也在哗哗地流，白白地浪费了。据调查，
我国目前正在使用的水龙头、抽水马桶都在日夜不停的漏水、
滴水，水的浪费数量相当的惊人。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注
意节约用水，是可以迅速取得成效的。资料上说：有人作过
估算，如果全国城镇每户居民每天节约1公斤水，一年就能节
水1000万吨。

原来，水在流动过程中，细菌能够利用氧气去分解污染物，
产生二氧化碳；浮游植物则吸收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产
生氧气。

在这个不断循环的过程中，污染物减少了，水也就变清了。

这，就是水的自然净化。



然而，"流水不腐"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水的自然净化能力
是有限的。当超量的污水排放到江河湖泊里，使水体严重污
染，超过了水的自然净化能力，那么，被污染的水就难以由
污变清，死而复生了。所以，解决水的危机，一方面要注意
节约用水；另一方面，则要高度重视水污辱的预防与治理工
作。

多少教训给了人们一个启示：人不能没有水，但污辱了的水
对人的生命、健康将产生更严重的威胁，防止水污染，关系
着人类的未来。

小学生科学小论文篇七

科学一个充满了魅力的词语，科学的魅力在于博大，科学的
魅力在于公正，科学的魅力在于永恒，科学的魅力在于崇高。
一直以来，我对科学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今年暑假我读了一本
书，它告诉了我肥皂是怎么制作的，没有肥皂的时候人们是
怎样的这本书是《身边的科学》。

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那做肥皂的过程：首先，脂肪。油和碱
一同被放入一个很大的锅里煮。脂肪和油与碱发生化学反应，
产生肥皂，水和一种味道甜甜的被称为甘油的物质。随后，
甘油和未处理完的脂肪会被清除，将留下的肥皂和水再次同
煮，所得的混合物分为两层，然后除掉下层杂质，将纯肥皂
和芳香剂，杂色剂混合，一旦混合物质地均匀了，即可将其
切成块状。肥皂冷却凝固之后被放进模具里冲压，形成最终
的形状。

我也做过一次实验，我首先拿了一张白纸，然后用肥皂在上
面画一座小房子，画好后，纸上什么也看不见，然后在用水
一浸，纸上的小房子就出现了。实验成功的我喜极而泣，那
种成就感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这个实验让我知道了无
字天书的原理。



书里还有很多很多的小实验，这本书让我懂得了：这些平凡
的小事物在默默无闻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让我们的生活越
来越美好。我想，没有人愿意失去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们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关注微小的事物，体会生活的美好，发掘
身边的科学中隐藏的魅力。

小学生科学小论文篇八

我正疑惑时，爸爸发话了，让我自己去寻找答案。

我拿出说明书，仔细的研究了一下，便开始拆修剪器。我先
把修理器的开关关闭，再把最外层的外刀网旋开，拔出来，
然后再把最主要的圆刀拿出来，上面有着极其锋利的刀片，
再往下就看见了风叶，上面有着四块竖起来的板，打开开关
就会飞快的转动，在风叶的最下面，还有着一个巨大的缺口，
毛球就是从这里掉下去，掉进储物仓，保存在里面。

原来，这个修剪器，由一个马达转动风叶，风叶连接着圆刀，
风叶一高速转动，圆刀也高速转动。外面的外刀网隔开了衣
服与圆刀，防止直接接触衣物造成的破损。外刀网上有许多
小孔，在接触衣物时让毛球伸进外刀网，被圆刀直接割断。
被割断的毛球从圆刀的旁边掉入下面的风叶上。风叶上的四
块竖起的板子在高速转动的情况下，像打羽毛球一样，把毛球
“打”进储物仓。在实验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
一把外刀网旋下来，这个修理器就不再转动。难道是没有电
了？那为什么刚才还转的这么快？经过我多次试验，发现风
叶旁有一个按钮，就像冰箱上的灯一样，有个下压按钮。外
刀网旋紧后，会把这个按钮往下压，压到最底部时，保护功
能就会关闭，修剪器就会正常工作。

原来一个毛球修剪器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