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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问题提出

二、研究价值

三、教材分析

四、探寻实践



一、问题提出



1.人们似乎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去主动学习？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的“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宝贵的思维进阶桥梁

(长期系统性地主动学习)似乎正被无情的割裂与破坏，具体表现在：5秒

钟刷一次抖音；7秒钟刷一次微博；10秒钟刷一次小红书；......一年没完整

读完一本书；不再系统性地主动进行知识学习；

    而我们的学生，似乎也被这些身边的“耳濡目染”深受影响，具体表现

在：听讲不专心；思维不活跃；举手不积极；回答挤牛奶。

  



2.人的思维成长应是线性的、长期的、延续的

1.结绳记事 2.画图记录 3.仓颉造字

5.技术发展6.文化传承8.科技创新 7.现代文明

4.知识积累



如何才能改变现状？



二、研究价值



1.课程标准：从主要特色迈入核心素养

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

2017年《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



2.课程标准：模型建构概念的具体界定

模型建构

科学思维

核心素养

《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



所以我认为，基于模型建构为主要抓手，为小学科学实验优化课

堂形成有效赋能，是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核心素养的重要敲门砖。

模型建构是人类自诞生以来观察世界，表达世界的一种本能。系统性

的在小学科学实验教学课堂中，培养学生的模型建构核心素养，能使学生

最终形成主动学习、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等能力。



3.教材编写：将独册单课拆解为上册专项



3.教学现状 以制作模型误为模型建构

①套用模型
知识迁移不恰当

包括但不限于

从两根到一根的迁移



②忽视细节
模型建构不合理



③缺乏比较
规律类比不完善

蜘蛛！（8条腿,2部分）



三、教材分析



1.模型分类
小学科学 

模型分类 
概念解读 小学科学模型举例 

实体模型 

根据原型按比例

缩小、放大或与原

型等大的实物 
             

 地球仪             人耳构造模型 

概念模型 

运用科学方法，呈

现概念之间关系

和逻辑影响的模

型  

食物网           生命演化史示意图 

数学模型 

基于实验数据，运

用数理方法和数

学语言建构的模

型 

 

两个地区气温比较 

                    冰融化温度变化曲线图 

 

理论
模型



2.活动形式
 具体活动 关键词展示 

模型建

构的教

学活动 

模拟实验 
 

制作模型 
 

识别图表 

 

绘制图表 
 

 

 模拟实验 制作模型 识别图表 绘制图表 总计 

一年级上册 0 2 0 0 2 

一年级下册 0 1 0 0 1 

二年级上册 0 2 0 2 4 

二年级下册 0 3 0 0 3 

三年级上册 3 5 3 1 12 

三年级下册 1 2 3 0 6 

四年级上册 0 6 3 0 9 

四年级下册 5 2 1 4 12 

五年级上册 8 6 2 2 18 

五年级下册 5 4 2 1 12 

六年级上册 2 6 3 0 11 

六年级下册 3 4 2 2 11 

总计 27 43 19 12 101 
 

小学科学教材中各项教学活动统计表 小学科学教材中模型建构教学活动



3.教学模式

MBD教学模式（Model-based Discovery）



四、案例研究



1.“片段”融合：穿插有效指导方法

版本 章节目录 教材内容 

新教材 
五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地球的表面》 

 

 

 

 

 

 

 

旧教材 
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 

《地球的表面》 

 
 



2.“全课”设计：渗透模型建构思维

创
设
情
境

借助数学模型，认

识到生活中具有季

节 性 变 化 的 现 象

[课堂引入]

图表分析，观察

1.常州市一年的平均气温和降水图

2.常州市日出、日落和昼长时间表

3.常州市正午太阳高度角变化图

[小组讨论]

这些现象有什么规律？

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现象？

模
型
初
建

建立模型与原型之间

的联系

[实验模拟]

学生猜测：可能是地球绕太阳转动引起的，

教师现场利用皮球进行演示和验证

[启发引思]

可能不是想像中“直立”绕行



模
型
完
善

依据更多事实修

改最初模型

[对比研究]

比较让“地球”直立绕着“太阳”公转

和

“地球”倾斜绕着“太阳”公转的影长变化

[小组实验]

探究直射、斜射对温度的影响

返
回

模
型

运用所学模型解

释生活中现象
[资料拓展]

根据上述模型尝试解释极昼和极夜现象



3.“单元”进阶：统筹学科概念认知

核心概念 学习内容 学段 内容要求 

宇 

宙 

中 

的 

地 

球 

1.地球是一颗

行星 
3-4年级 知道太阳系的八大行星 

2.地球绕地轴

自转 

1-2年级 观察和描述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 

3-4年级 观察和描述影长的变化 

5-6年级 理解昼夜变化等现象与地球自转有关 

3.地球围绕太

阳公转 

1-2年级 描述一年中季节变化的现象 

5-6年级 理解四季的形成与地球公转有关 

4.月球是地球

的卫星 

1-2年级 知道每天观察到的月亮形状是变化的 

3-4年级 了解月球表面的情况 

5-6年级 知道四种月相及变化情况 

5.地球所处的

宇宙环节 
5-6年级 

描述太阳系八颗行星的相对大小、位置 

认识常见的星座及意义 

6.太空探索拓

展了人类对宇

宙的认识 

5-6年级 
了解人造卫星和载人航天的历史 

关注我国月球和航天事业的进展 

 

“宇宙中的地球”

核心概念



层次1：
描述科学现象

层次2：
探究科学概念

层次3：
运用模型解释

现象

说一说利用太阳的例子

二年级上册
《晒太阳》

初建：哪个吸热效果好？

月亮是否也是东升西落？

观察一天中太阳的位置
变化，并介绍校园标识

原型：太阳能热水器

四年级下册
《太阳钟》

情境导入：影子的形成

初建：手电筒模拟“太阳”

完善模型

验证：阳光下小棒的影子变化

科学史：日晷的发展

拓展：地平日晷模型制作

五年级下册
《昼夜交替》

描述现象：昼夜交替

科学史：古人的解释

模拟昼夜现象

模拟昼夜交替现象

模拟地球自转

初建模型

完善模型

验证模型

现象解释：为什么地
球上人感受不到转动

模型
进阶



五、方法策略



方法 策略

运用模型分析、
解释现象和数据

1.模型建构

对比实验法



模拟实验法

方法 策略

描述系统的结构、
关系及变化过程

2.模型建构



观察实验法

方法 策略

分析与综合

2.推理论证



观察实验法

方法 策略

比较与分类

2.推理论证



观察实验法
模拟实验法

方法 策略

归纳与演绎

2.推理论证



模拟实验法

方法 策略

从不同角度分
析、思考问题

3.创新思维



对比实验法

方法 策略

提出新颖而有
价值的观点和
解决问题的方
法。

3.创新思维



四、探寻实践



1.科学趣史，培养模型建构兴趣

伽利略比萨斜塔的故事 结合教材中相关知识

利用模型建构，使学生的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双向奔赴，助力线性科学思维发展。



2.学科融合，破除简单叠加壁障



3.模拟类比，取材典型建立联结



4.辩证对待，原型研究不可取代

单摆模型

摆钟内部构造



感 谢 耐 心 聆 听

恳 请 批 评 指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