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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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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Ｅ
”

教学模式促进科学

本质理解的教学实践
——以

“

磁场
”

教学 为 例

汪 晓 （浙 江 省杭 州 经 济技 术开 发 区 学 正 中 学 浙 江 ３ １ ００ １ ８ ）

摘
胃

要 促进科学本质教学有 内 隐 途径和 外显途 径 。 而科 学探 究教学 是 内 隐途 径的 一 种策 略 。 本文 以 科 学探 究 为 主

线 ，
从前端 分析 、 目 标制 定 、教学过程 、 实 践反思等 方面 阐 明 了 通过 内 隐 途径促成科学本质理解 的具体做法 ，

以飨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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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Ｅ

”

教学模式是一种探究教学模式 ，它共包括 ５

个教学环节 ： 参与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探究 （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 ｉｏｎ） 、解

释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迁移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评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如图 １ 所示 。 由 于这 ５ 个环节的英文名都是以
“
Ｅ”

开

头 ，因此被称为
“

５Ｅ
”

教学模式 。

“

５Ｅ
”

教学模式可以 用

来探査学生的前科学概念 ，经历科学探究过程 ，增进

对科学探究的 理解 ， 发展科学探究能力 。 适切地 运

用该模式开展教学 ，能促成科学概念的构建 ，促进 学

生 的科学本质理解 。 下面 以
“

磁场
”

教学为例 ， 阐 释

如何运用
“

５Ｅ
”

模式促进科学本质 的理解 。

参与 ＋ 探究 Ｃ 解释＞迁移 ＋ 评价

图 １

一

、 教学任务分析

“

磁场
”

是科学 中
一个重要概念 。 初中学生虽然

已 了解简单 的磁现象 ，并对磁极之间 的作用规律有

初步的认识 ，但八年级的学生正处在形象思维到抽

象思维 的过渡阶段 ，理解 磁场这
一概念有

一

定的 难

度 。 磁场看不见 、摸不着 ，磁场和磁感线 的概念都很

抽象 。 关于
“

磁场
”

的认识 ，可 以采用类 比的方法 ，说

明看不见 、摸不着的物质也是可 以认识的 ；而后借助

磁场表现出来的性质来认识它 、研究它 ，渗透
“

转换

法
”

这种科学思维方法 ；通过从形象到抽象 ，

“

抽丝剥

茧 ”的方式 ，用一个小磁针 、多个小磁针及铁屑来探

究磁场的特点 ，让学生获得丰富感性认识 ，形成对磁

场认识的表象 ，实现从
“

点
” “

线
”“

面
” “

体
”

的维度 ， 建

立对磁场的空 间分布的认识 ；与光线的类 比 ，领会磁

感线就是为了描述磁场特点而引人的表示其分布的

“

模型
”

，让学生在探究 中逐步认识科学本质 。 体悟

科学理论的建构是从观察到推论的过程 。

二 、 确定学 习 目标

根据课程标准及教学任务分析 ，确定如 下学习

目 标 ： ①通过实验 ，观察磁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 ，感知

磁场的存在 ，能够说出磁场存在的证据 ；②运用转换

法 ，借助小磁针探究磁场空间 的
“

点
”“

面
”
和

“

体
”

，认

识磁体周 围磁场的分布特点 ；③与光线类 比 ，建立磁

感线 的
“

模 型
”

，并对模型进行解释 ，能画 出磁体周 围

的磁感线 。

科学本质的教学 目标 ： 通过实验 ，认识科学知识

是基于观察 和推测 ；通 过对
“

电学 图说
”

科学史 的呈

现 ，理解科学知识在
一定时间 内会处于稳定的状态 ；

通过对磁场空间概念的建立 ，理解科学的实证性 。

三 、 教学过程

１ ？ 参与

老师给大家表演
一个小魔术 ： 把一块磁体 暗藏

在衣袖 中 ，边讲边夸张地表演从讲台上放置的
一

片

小磁针上方拂过 ，小磁针齐刷刷地转动 了 。 引 发学

生思考 ： 为什么小 磁针会发生转动 ？ 引 导学生得

出 ，小磁针转动说明运动状态发生 了改变 ，必须有力

的作用 。 老师再用另
一 只衣袖拂过 ， 小磁针没动 。

这时 ，老师从衣袖 中取 出磁体 。 从 而得 出 ： 磁体没

有直接接触小磁针也会给予其力的作用 。 说 明磁体

周 围与非磁体周 围不
一

样 ， 推断 出 磁体周 围存在着
一种特殊物质 。 科学上 ，把这种看不见 、摸不着的特

殊物质称为 ： 磁场 。

设计意图 ： 通过 小 魔 术 ， 唤起学 生 的 问 题 意识 ，

？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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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悟科 学 的 实 证 性 ， 激 发学 习 动 机 。

２ ． 探 究

对于看不 见 、 摸不 着 的磁场 ， 如何来认识 、 研究

磁场呢 ？ 引 导学生用转换法 ， 即从磁场表现 出 来的

性质来研究它 。

⑴
“

线
”

请学生在桌面 上平 放
一 根条形磁铁 ， 把 ８ 枚小

磁针围 绕着条形磁铁摆放成环状 ，观察小磁针 的指

向 。 再把 ８ 枚小磁针全部摆放 在条形磁铁
一 侧 ，观

察小磁针的指向 。 发现小 磁针 的指 向 更清晰 了 。 进

而得出 ，可用更 多的小磁针来表示磁场的方 向 。

（ ２ ） 从
“

线
”

到
“

面
”

引 导学生 回顾 ，小铁棒在磁场 中会被 磁 化 。 拿

出 比小磁针 更小的小铁棒 制成 的磁 场演示教具 。 在

背面放上
一根条形磁铁 ， 小 铁棒 呈现 出 规则 的 图形 。

教师请学生用线把小铁棒 的指 向描绘 出来 。

设计意 图 ： 实验器 材 数 量 的 从
“
一

”

到
“

多
”

， 再

到
“

更 多
”

， 器材规格 的 从
“

大
”

到 小 ， 再 到
“

更小
”

。 完

成从
“

点
”

到
“

线
”

， 再 到
“

面
”

的 实 验探究 ，让 同 学 们体

会到 科 学 知 识 的形 成 是基 于对 自 然世 界 的 观察 。 此

过程 意 在 发 展 学 生 渐 变 的 思 维 ， 领 会 科 学 理论 是 从

观察 到 推论 的 科 学本 质观 念 。

３ ． 解释

引 导学生 回顾 ，为表示光 的传播方 向 ， 引 入了 光

线 ，这是运用 了
“

模型法
”

。 同样 ，根 据小铁棒分布而

画 出 的 曲线 ，这些 曲线表示 了磁体周 围磁场的 分布 ，

称之为
“

磁感线
”

。 这里 ， 用磁感线表示磁场 分布 ，也

是运用 了
“

模 型法
”

。 磁感线和光线一样并不真实存

在 。 科学上 ，还规定小磁针北极所指 的方 向 为 该点

的磁场方 向 。 请学生 在刚才画 出 的 线上加 上箭 头 ，

用于表示磁场方向 ，并展示交流 。 然后 ，教师呈 现晚

清时期 ，我 国科技工作 者根据法拉第 的 电磁实验仿

作的实验 ， 如 图 ２
、
３ 所示 ，渗透科学史教学 。

图 ２＜电学图 说 》围 八图 ３ 《 电学 图 说 》 图九

设计意 图 ： 通 过 解 释 环 节 ， 教 师 以 光 线 为 例 类

比 ，加 深对磁 感 线 并 不 真 实 存在 的 理解 ， 引 导 得 出 磁

感 线 画 法 的 操作 性定 义 。 通 过呈 现科学 史 ，让 学 生 加

深对磁场存在 的理 解 。 同 时 ， 对科 学 知 识在 一 定 时 间

内 会处 于稳定 的 状态 的 科 学 本质 的 理解 更 为深入 。

４ ． 迁移

从
“

面
”

到
“

体
”

。 教师继续 引 导 ： 磁 场的分 布是

平面状的吗 ？ 教师拿 出铁屑 、硅油 制成的磁体周 围磁

场演示器 ，轻轻抖动 ，让铁屑在重力 的作用下 ，缓缓 自

由 下落 ，迅速在中间放人条形磁体 。 铁屑在磁场作用

下 ， 环绕在磁体周围 ， 边下沉边 出现了 清晰的 、规则的

立体排列 。 学生瞬间 明 白 了磁体周 围磁场的涵义 。

设计 意 图 ： 通过 迁 移 ， 进 一步 激 发 学 生 的探 究欲

望 ， 拓 展探 究视 野 ， 生 成 新 的 探 究 问 题 。 通 过直 接观

察 到 铁屑 的分 布 情况 ，得 出 磁场分 布 的 空 间 概念 ， 渗

透 了 科学 知 识 的 获得是从观察到 推论 的 过程 。 让 学 生

经历
“

猜想一建模
一修 正模 型

”

的过程 ， 发展建模思 维 。

５ ． 评 价

教师在进行课堂教 学之前 ， 就要做好测评任务

的设计 ，在教学设计 时就要 考虑如 何进行评价 。 在

设计每
一个测评任务时 ， 都应该明 确 它的具体 目 的 ，

并且这些任务本身都是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过程的
—部分 。 教师应对一些课堂环节设计 评价量规 ，请

学生根据量规对达成度进行 自评 和互 评 ，使 评价真

正耦合 于教学过程中 。 教师展示学生的小组合作互

评表 ，请学生对小组成 员 的 参与意识 、 积极 回 答 、 思

维活跃 、实验设计 、 方法运用 、动手操作 、结果处理 、

提升科学本质等方面进行评价 。 通过评价反思 ， 提

升学生的参与意识 、合作意识 、 实践操作 等方面 的反

思能力 。 同 时 ，把评价结果进行小组 交流和班 内分

享 ， 发展学生 的表达与 交流的能 力 。

设计意 图 ： 通 过 评 价 提 升 学 生 的 反 思 能 力 。

促 进 小 组 成 员 间 积 极 的 合 作 态 度 ， 提 升 合 作 的 默

契 度 。 在 互 评 中 ， 提 升 实 验 的 规 范 性 、 有 效 性 ， 促

进 了 团 队合 作 。 对 实 验 结 果 的 处 理及 多 次 重 复 实

验 ， 让 同 学 尊 重 客 观 事 实 ， 发 展 了 基 于 实 证 的 科 学

本 质 意 识 。

“

５Ｅ
”

教学是科学探究 教学的
一种模 式 。 科学

探究是促进对科学 本质理解 的 内 隐途 径 ， 在实践中

做到先隐后显 ，先暗后明 ， 把提升学生对科学本质理

解 作为课堂教学 的重要 目 标之
一

， 对 改进课堂 教学

效 果会有更大的增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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