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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5E教学法在彝族自治区域中学物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结合彝族的民族文化和彝族学生的认

知特点,开发本土化物理课堂教学资源.以义务教育阶段知识点声音的产生为例,把彝族传统节日“火把节”中所用

到的民族乐器引入课堂中,寻找教学中容易引发学生认知冲突的关键点,应用5E教学法中5个阶段的设计理念,对

各个阶段在教学中如何展开分别进行了阐述.教学实践表明5E教学法与彝族的民族文化相结合,课堂教学效果较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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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国家,少数民族呈

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情况,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

传统文化.在这些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产生了形形色

色的民族乐器、民族儿童玩具、少数民族自制家具等

独具特色的民族生活用品.然而很多少数民族自治

区域的乡村中学条件艰苦,学生能接触到的教学资

源有限且滞后,使这些区域的物理教师教学充满了

挑战.如何结合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学生的认知特点,

开发和利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理教学资源,

并在课堂中引入“以学生为中心、以经验为中心”的

教学模式成为物理教师着重关心的问题.西方国家

近几年提出的“5E教学模式”,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

师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为边远贫困地区学生的学习

提供了新的教学方式.5E教学法是美国加州大学物

理学教授R.Karplus在皮亚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

出的“三段式学习环”,美国生物科学专家把 R.
Karplus所提出的“三段式学习环”进行了详细划

分,前后共划分为5个阶段:引入(Engagement)、探
究(Explore)、解释(Explain)、拓展(Elaborate)、评
价(Evaluate),故称为5E学习环或5E教学模式[1].
在这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中,更加强调学生的主体地

位,教师通过学习情境的创设,把情境化的社会生活

与学生的学习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2].
在彝族自治区域,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经常能够

接触到少数民族自制玩具、民族乐器、竞技用品等所

涉及的知识点作为引入,来提高学生对教学课堂的

兴趣.在新课教授的环节组织学生进行合作探究,培
养学生沟通交流、协作学习的能力.在合作探究的基

础上,教师引导学生对他们日常接触的工具的原理

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解释.最后,教师再对学生合作探

究,以及口头表述的结果给予正确的评价.真正做到

把课堂还给学生,引导学生进行有趣且有效的学习.

1 5E教学法应用在“声音产生”的教学过程

在彝族自治地区,三弦、葫芦笙、皮鼓等少数民

族乐器被广泛运用于节日活动、举办宴会等场合,这
些乐器是彝族学生,尤其是来自乡村中学的学生都

很熟悉的几种民族乐器.“声现象”是义务教育阶段

物理学习的重要知识,利用三弦等乐器的发声原理

进行声音的产生这一重要知识点的讲解,既可以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把物理融于生活.本文基

于5E教学法的教学模式,以声音的产生这一知识点

为例,结合彝族自治区域学生的特点进行新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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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探讨.
1.1 “七月火把节”引入声音的产生

在课前,教师通过播放一段自己录制的在彝族

“火把节”夜晚众人围在一起,用图1中的民族乐器

伴奏,跳“三跺脚”舞蹈的节目,视频最终聚焦在三

弦乐器之上.教师通过提出问题:在最后老师聚焦的

琴弦的地方,同学们观察到了什么现象? 三弦乐器

的美妙之声是如何产的? 从而引出声音的产生这一

知识点.

图1 民族乐器三弦

5E教学法的依据:“引入”环节意味着学生应该

在知识产生的真实情境中,通过与教师、同伴的互

动,学习建构新知.在这一环节中教师需要通过创设

情境,设计一些引入活动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些

引入活动中有一部分与当代普遍认可的新经验一

致,也有些不一致的[1].在新课引入阶段采用学生日

常生活中经常能够见到的民族乐器的使用来引入新

课,能够使学生充分感受到物理源自于生活,也更能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教师创设实际生活中

的教学情境,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带着对于乐器的好

奇心积极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在学习声音的

产生之前,学生普遍错误地认为只要有物体动起来,

就能够产生声音.学生所观察到的现象与他们脑海

中的原有认知发生冲突,从另一个角度激起学生的

的学习欲望[2].
1.2 探究三弦 葫芦笙 皮鼓等乐器的发声原理

进行实验探究时先将学生两人为一组,分成4
组进行探究活动,每一组分发不同的实验器材,通过

实验探究,带领学生分析解释不同的民族乐器、生活

中的常见物体等是否具有相同的发声原理.教师为

学生提供实验探究的教具:三弦乐器、葫芦笙、皮鼓、

橡皮筋、轻绳、羽毛、碎纸片等.
第一组学生活动:组织学生甲和乙,甲同学弹奏

三弦乐器,乙同学观察三弦乐器发声时琴弦中的振

动情况(如图2),再用手指按住琴弦,观察发声是否

停止?

图2 三弦乐器振动示意图

第二组学生活动:组织学生丙和丁用轻绳的一

头拴牢羽毛,另一头拴在葫芦笙乐器(如图3)的腰

上,丙同学吹响葫芦笙[3],丁同学观察羽毛的“舞动”

现象.

图3 葫芦笙

第三组学生活动:组织学生戊和己对皮鼓(如图

4)进行探究,将提前准备的碎纸屑放在皮鼓上,用
锤轻轻打击皮鼓[4],观察碎纸屑的振动情况,再用手

触碰鼓面,使振动停止,观察皮鼓是否仍在发声.

图4 皮鼓乐器

第四组学生活动:组织庚和辛两位学生对生活

中常见的物体进行发声原理的探究,学生庚稍用力

拉住橡皮筋的两端,辛同学拨动橡皮筋,并观察橡皮

筋发出声音时的振动情况,再用手触碰橡皮筋使之

停止,观察橡皮筋停止振动时声音还是否存在.
5E教学法的依据:在“引入”阶段,教师利用民

族乐器的演奏视频,以及乐器在视频中的表现与学

生最初的认知冲突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在“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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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这一环节中得到解决.“探究”是整个教学模式

的中心环节,获取知识、掌握技能和技巧都是在这

个过程中完成的[1].教师设计多组实验,组织学生合

作探究,分组对多种民族乐器进行探究,再设计一个

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体进行探究,以证明知识点的

普适性.分组探究,能够增强学生动手能力与合作探

究能力.
1.3 解释声音的产生过程

表征能力是一个术语,是Kozma和Russell用

来描述一组技能和实践,这些技能和实践使个人能

够使用不同的表征来思考、交流、解释、支持、解决问

题或对现象进行预测[5].通过上述对几组实验的分

组探究,让学生动手操作不同的民族乐器,用生活中

的常见物体进行实验,在物体发出声音的同时观察

物体的振动情况,学生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总结出物

体的振动与声音的产生之间的因果关系:声音是由

物体振动产生的.从多个物体的不同表征度进行分

析和解释这种物理现象.出声思维就是要让学生将

其思维过程充分展示出来,借助于语言向教师或同

学吐露其内隐的思维过程[6].
1.4 关于声音传播的拓展性实验探究

在前面的课堂教学中,组织学生进行的关于彝

族乐器发声时的振动现象全是固体发声原理的探究

活动,这些物体在发声时的现象比较容易观察,即使

不容易直接看到,也可以利用羽毛、碎纸屑等轻小物

体加以辅助观测.但是,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不仅仅

只有固体的存在,学生就会比较好奇是否气体、液体

所发出的声音也是因为振动产生的呢? 它们是如何

振动的对于初步接触物理的初中生来说,很难理解

和想象,就需要在教师带领下进行拓展性探究,例如

“风声鹤唳”“流水潺潺”等成语中的物体所产生的声

音,声源物体的振动是如何产生的,学生会感到很好

奇,在拓展环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以下活动.
第一组学生活动(探究“风声鹤唳”的声源振动

现象):风是由于空气的流动所造成的,在生活中学

生既容易接触到,又容易被听到的风声是由风扇所

吹出的风.对于教学条件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

的学生来说,教室屋顶悬挂的“摇头扇”就是很好的

教学资源.教师组织学生打开“摇头扇”风扇发出呼

呼的风声时,拿一张纸片靠近风扇.组织学生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到了什么现象,为什么看到这样

的现象? 经过学生的讨论得出:可以清楚地看到与空

气接触的纸片产生了很明显的振动现象;得出结论:

我们日常生活中听到的风声是由空气振动产生的.
第二组学生活动(探究“流水潺潺”的声源振动

现象):组织学生往水盆里现注入半盆水,在水里面

放入些许碎纸片,等待水面平静(纸片静止)之后,

再往里面继续倒水,引导学生一边倒水一边注意听

声音,同时观察水里纸片的运动情况.提出问题组织

学生讨论:实验过程中观察到了什么现象? 产生这

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经过讨论之后得出观察

到的现象是:听到潺潺的流水声的同时观察到水里

原本静止的碎纸屑开始运动起来;得出的结论是:液
体发出的声音也是由于液体的振动产生的.
5E教学法的依据:拓展性实验无论在初中物理

课程,还是在高中物理课程的教学中都具有很重要

的作用,这样的教学方式,实现了实验教学目的拓

展,实验课程从封闭性的、验证性的实验向开放性

的、探究性的实验课程转变[7].教师组织学生进行拓

展性实验,可以加深学生对声音的产生的理解,并且

能够对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物体所发出的声音的原因

进行解释.此外,还能提高学生对实验现象的分析总

结能力与交流协作能力.
1.5 贯穿于整堂课的评价

评价环节,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占据了非常重要

的地位,它在前面的“引入”“探究”“解释”“拓展”中

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整个课堂教学的过程

中,教师多次组织学生对实验过程中观察到的现象

和得出的实验结论进行讨论,以及用自己的语言去

解释生活中的物理现象,教师要及时对学生的讨论

结果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5E教学法中倡导的评

价,不仅仅是最终的对或错的终结性评价,而是贯穿

于各个环节中的形成性评价,通过教师给出的客观

评价,学生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在学习的过

程中得到进步和成长.

2 讨论

本文以声音的产生这一知识点为例,探讨了5E
教学法的教学理论如何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域的物理

教学课堂中开展和应用.以最贴近少数民族学生生

活的民族乐器作为少数民族独有的教学资源,让学

(下转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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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量有R,C,B,L,m和v0,由量纲可知,CB2L2 具

有质量的量纲,RC 具有时间的量纲,因此RC 也常

被称作时间常数.

设BLv0

R =1,CR=1,CB2L2=km,本电路的时

间常数为 mRC
CB2L2+m= RC

1+k
,与传统的RC 电路时

间常数相比,增加了导体棒和外磁场性质的影响,分
别画出不同k值下的i t图像如图2所示和v t图

像如图3所示.

  图2 i t图          图3 v t图

在初始电流BLv0

R
和时间常数CR 一定的情况

下,k值越大,通过it图像可知,电流减小到零所用

时间就越短,曲线与横轴所围面积越来越小,即电容

器最终的带电荷量越来越小.通过v t图像可知,k
值越大,速度减小得越快,并且根据式(9)可知收尾

速度v(¥)= 1
1+kv0,可见k值越大,收尾速度越小.

下面再就一个具体的情况进行计算:
取R=0.1Ω,C=1F,B=0.1T,L=0.5m,

m=0.02kg,v0=2m/s,利用式(9)可知收尾速度

为1.78m/s,再计算当速度为1.80m/s时所需时间

的数值解为0.2s,导体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非常接

近收尾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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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亲身感受到物理源于生活并解决生活问题的学科

魅力.同时,能够为偏远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物理

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价值.在教学过程

中,参考了5E教学法的教学设计理念和教学依据,
教师创设学生能够接触到的真实生活情境,并以学

生认知中的冲突作为新课的引入,这种新的教学模

式,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通过认知冲

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8].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实验探

究,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打破了传

统的“填鸭式教学”,让新课程标准倡导的科学素养

在实际教学中得以实现.5E教学法中的“解释”“拓
展”阶段,能够使学生亲自动手探究自己所感兴趣

的知识,并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总结出观察到的实验

现象和得到的实验结论,把教学目标以一种可操作的

方式表现出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结

果进行及时有效的反馈,在每个环节中都穿插着正式

客观的评价,及时地让学生知道学习过程中的错误和

不足,鼓励学生寻找正确的学习和科学探究途径.
根据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特点,对生活中随处

可见的民族乐器、民族儿童玩具、少数民族自制家具

等物品的利用,为教学条件相对落后的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物理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新的参

考.结合5E教学法的教学理念进行多过程的教学设

计,综合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发展学生的科学素养,为相对落后的彝族自治区域

的中学物理教学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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