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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些年来教育事业的不断深化改革，学科核心素养受到广泛关注。其可以在课堂教学实践和核心素养之间架

起一座重要桥梁，围绕教学策略提出全新要求和标准。“5E 学习环”这种探究式的教学模式通常以建构主义理论为立足点，

能够让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和积极性得到大幅提升。有机结合学科核心素养和“5E 学习环”这种教学模式，并在教学实践中

广泛运用，可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科学学科核心素养，并最终形成良好的核心素养。论文主要探讨合理运用“5E 学习环”教学

模式促进学生发展科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践策略，以供参考和借鉴。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core quality of the discipline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It can build an important bridge betwee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 core literacy, and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standards around the teaching strategy. The inquiry-based teaching mode of “5E learning ring” is usually based 

on constructivist theory, which can greatly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in learning scienc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discipline core literacy and the teaching mode of “5E” learning ring, and widely used in teaching practice, can cultivate and develop 

students’	core	science	literacy,	and	finally	form	a	good	core	literac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strategy	of	rationally	

using the teaching mode of “5E learning ring” to promote students to develop the core literacy of science subjects for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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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行业领域对人才提出更高要

求，为更好应对，研制并提出适合 21 世纪和符合本国的核

心素养已经成为各经济体或者国际组织的首要任务。在中国

2017 版的课程标准中曾明确提出，若想初中生自身综合素

质得到全面提升，大力发展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是关键。在

初中科学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科学学科核心素养是重要目

标，教师应当贯彻实施并落实。将“5E 学习环”这种教学

模式引入科学教学，十分有利于培养初中生的科学学科核心

素养，而且其与初中科学课程标准提出的“教学评”一体化

要求具有较高契合度。

2 5E 教学模式 
所谓的 5E 教学模式，主要指的就是 Engage（引入）、

Explore（探究）、Explain（解释）、Elabroate（迁移）、

Evaluate（评价），所以简称 5E 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

不同于传统教学模式，在“5E”教学模式中，遵循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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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理论、概念转变理论，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的教学，

而教师则主要扮演学习活动的指导者、引导者、组织者角色，

通过这一过程促使学生能够自主建构知识，进而逐步提升学

生的探究能力。在整个探究过程中，教师需要不断引导、鼓

励学生参与其中，通过亲身经历，发现、提出问题 , 促使学

生主动性得到激发，而后在兴趣的作用下使得学生自觉参与

探究、学习，5E 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3 “5E 学习环”教学模式的指导意义
随着近些年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知

识不断更新迭代，全面而又高效的素质教育正在如火如荼地

开展，其已经逐渐成为国家蒸蒸日上发展和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需要。基于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新课改也适时提出了

全新教学理念，即以学生发展作为根本任务，“一切为了学

生”是其核心目标，而这也促使教育工作者必须创新教学手

段，更新教学观念，变革教学方式，只有这样才可以满足学

生实际学习需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妥善处理能

力培养和知识传授的关系，引导学生积极互动和推动学生共

同发展，重视学生自身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培养，正确引导学

生探究、调查和质疑，通过实践学习，在教师引导下，促进

学生富有个性和积极主动地学习。在新课标下，对教育资源

进行充分而又合理地利用，构建一个可以将科学教育改革重

要核心充分体现出来的初中科学教学模式，这是初中科学教

师正在面临的重大问题。据相关研究发现，在新课程理念正

确指导下，有一种教学模式能够让课堂教学得到更好的优

化，在初中科学教学中，有效培养学生自身创新能力、探究

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等，可以让教育教学质量得到有效提

升。相关专家学者一致认为“5E 学习环”是一种既科学有

效又切实合理的学习策略，其始终遵循科学的学习规律，其

可以将科学的学习规律和学习过程深刻揭示出来，既可以让

初中生在实际课堂教学当中获得新知识，又可以在创设的教

学情境当中灵活运用新知识，这对于正确指导我国教育教学

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

4 “5E 学习环”教学模式促进学生发展科学
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践策略
4.1 巧用“5E 学习环”教学模式，概括生命观念

《课标》对学生提出明确要求：“可以灵活运用生命观

念对生物复杂性、统一性和多样性进行充分认识，从而形成

正确世界观和科学自然观，并将其作为指导对生命活动规律

进行深入探究，合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所谓生命观念，

实际上是指对于观察到的一些生命现象以及特性或者相互

关系进行解释以后的抽象，同时也是经过人们实证以后的观

点，是可以充分解释和深入理解科学现象和相关事件的思想

方法、思想观念以及知识，还可以指进化观、生态观和系统

观等，具备生命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统一性，而并非专指“物

质与能量观”“进化与适应观”和“结构与功能观”等。概

念具有较强抽象性，有些时候初中生可能已经对部分具体事

例有一个初步了解，但是却难以充分掌握和深刻理解抽象的

概念。在实际教学中，科学教师可以对“5E 学习环”这种

教学模式进行充分利用，创设出一个能够合理引入问题环节

的情境，将学生自身的探究兴趣充分激发出来，让学生勇于

质疑之前学习的概念，而这也是对前概念进行修正的基础。

在接下来教学环节中，科学教师需要归纳演绎和推理、总结

和归纳相关事实和证据，从而促进概念转变，进而建构出一

个科学概念；通过演绎和推理、总结和归纳跨学科和不同学

科的核心概念，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诸多生命观念，如生物进

化，其是大自然选择出来的产物，既可以适应环境，又会对

环境产生影响等。

例如，在讲授《生物的结构层次》内容时，在课前“引

入”环节，科学教师可以先向学生提出问题：动物体的结构

层次从微观到宏观是怎样构成的？什么是器官？什么是组

织？并给予学生一定思考时间，然后回答问题。温故而知新

后，教师可以提出植物体的结构层次是否与动物相似？的问

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本节内容，探究植物体器官由哪些

结构构成？并采用良好思维方法来合理解释构成机理，便于

概念的建构。而这就是教学过程中的探究和解释环节。在“延

伸”环节，科学教师可以准备显微镜、载玻片、西红柿和镊

子等实验材料，引导学生深入探究动植物细胞结构的机理。

通过实验环节，学生可以进一步了解“生物体的结构与其功

能相适应”的生命观念。在最后的“评价环节”，选择材料

构建结构模型的过程，十分有利于学生深刻理解生物结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学会对生命观念进行充分运用，以此来对生

命现象进行细致认真和详细解释，从而让自身对于世界和自

我的认知得到发展 [2]。

4.2 活用“5E 学习环”教学模式，助力学生科学思

维的发展
科学思维的认知动机是“崇尚真知，注重追求科学知识、

科学原理以及科学方法”。立足于证据和事实，并在此基础

之上进一步认知事物，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习惯，这需

要学生采用正确推理方法和进行正确逻辑分析，善于运用批

判和质疑精神充分认识事物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从而构建

出科学概念，并凝练生命观念。另外，科学思维还应当聚焦

于逻辑是辩论最重要的武器、实证是鉴别事物最大制度、怀

疑是审视一切事物的出发点、是科学的美。在初中科学课程

中，逻辑思维是主要科学思维方法，其中包括归纳与演绎、

抽象与概括、比较与分类等，同时也是概念和建构模型形成

的较为重要的思维方法。在生命观念的形成过程中，科学思

维是最佳途径，同时其也是科学探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例如，在《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教学中，探究植物生

长素发现过程当中经典实验现象和结论的关系，是训练学生

自身科学思维最好的方式。为什么将胚芽鞘切去尖端其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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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又不弯曲？为什么使用单侧光直接照射透明水槽当中

的植物根尖，植物会背光生长？解答上述这些问题，皆需要

以事实为根据，并通过逻辑分析和推理来寻找因变量和自变

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并尝试建立模型，以此来对相关实

验现象进行详细解释，并得出生产要素通常是从产生部位直

接运输作用部位，从而产生能够促进细胞生长的明显生理效

应的结论，最终构建出生长素的模型。充分运用这种科学思

维方法，不仅可以让学生形成真正的深度学习，还可以让学

生自身总结与归纳、推理与演绎、科学和批判性思维得到有

效培养。科学思维既是形成概念的最佳途径，又是重要方法，

而且概念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模型。从“5E 学习环”这种

教学模式来看，在探究和解释等环节都可以充分体现出其对

于学生自身科学思维能力提出的明确要求，在这一环节中，

学生以特点内容为切入点开展探究活动，从而建立起事物与

事物之间的联系，并充分运用多样化的思维方法，以科学合

理的方式解释生命现象背后存在的一般规律 [3]。

4.3 实用“5E 学习环”教学模式，促进学生科学探

究能力提升
科学学科核心素养当中的科学探究，对初中生提出明确

要求，可以针对现实生活与生产当中既形象又逼真的情境提

出具有一定价值且明确的科学问题，精心设计并全面实施行

之有效的方案，积极组织开展探究实践，同时对科学理论、

规律以及原理进行充分利用，全面且详细阐述实验现象。上

述这些要求符合新型的“5E”学习环教学模式理念。该教

学模式更加注重提倡组织开展以学生作为中心的科学探究

学习活动，特别是精致与探究环节，其格外注重强调为学生

设计和组织探究性学习。学生需要在与其他学生，教师以及

自然现象等诸多因素的友好交流和互动中，对自己最初想法

加以修正、重组与细化。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既包括动手实

践活动，又包括动脑认真思考活动。而这也正是科学探究最

主要的一种形式。

例如，在学习《指南针为什么能指方向》这节内容时，

在学生已经充分掌握“磁体不同部位存在不同磁极，同一磁

体两端磁性是最强的，中间最弱”结论以后，在后续精致

关节，科学教师可以有意识引导学生通过一系列“误操作”

来深入探究实验变量对最终结果产生的影响。通过这样设计

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对实验操作技能进行熟练掌握，还可

以让科学探究思路越来越丰富，从而全面提升学生自身及时

发现问题，精心设计实验、动手实操和表达交流等诸多能力

素养。科学探究形式较为多样化，不仅包括实验探究形式，

还包括科学调查，文本分析等形式，能够将科学探究思路与

一般原则充分体现出来。“5E”学习环教学模式一直将“探

究”环节当作学习核心关键环节。在深入探究与精致学习环

节中，学生可以通过开展实验来获取更多事实，积极收集和

认真分析整理资料，以逻辑尝试为根据推理或者解释特定科

学问题，在协同合作和探讨交流过程中培养自身合作意识与

语言表达能力。

4.4 利用“5E 学习环”教学模式，全面提升学生社

会责任意识
从具体教学环节来看，新型“5E”学习环教学模式似乎

并无法直接提升学生自身的“社会责任”。但是科学学科核

心素养中包含的四个方面间存在相互依存和立体交错的关

系。只要发展某一维度素养，就可以直接提升其他维度素养。

通过学习科学概念在学生意识与思维中合理渗透社会责任，

在培养学生担当责任意识时，科学思维、生命观念以及科学

探究是重要摇篮，同时，全面提升社会责任意识也可以推动

学生自身其他维度素养全面发展。

例如，在学习《大气压与人类生活》这节内容时，科学

教师需要让学生通过仔细认真观察实验与现实生活中的各

种现象，充分感受哪里存在大气压强，以此来激活学生逻辑

思维，动脑思考现实生活当中可以证明大气压强存在的真实

事例，从而达到全面培养学生自身勤于动脑深入思考和善于

细致观察的优秀学习品质。充分了解大气压强与人类生活存

在的关系，同时正确看待大气压强在科技领域的价值，这不

仅能够激发起学生学习学科的浓厚兴趣，还能够让学生充分

了解大气压强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当中的普及应用。从“5E”

学习环教学模式总体结构上来看，不仅可以将社会责任要素

直接融入评价和引入环节，还可将社会责任意识间接渗透

在解释、探究与精致环节当中。在“5E”学习环教学模式

具体实践过程中，当初中生已经具备较强科学探究，科学思

维和生命观念等诸多素养能力的时候，科学探究教师还要正

确引导学生鉴别不良生活习惯并自觉抵制，明辨伪科学和迷

信，以正确价值观与科学知识为根据做出符合常理的决策，

真正树立起正确科学伦理道德观以及绿色生态环保意识，通

过潜移默化方式推动学生科学学科核心素养发展，促进社会

责任意识大幅提升。

5 结语
综上所述，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

必须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科学

教师应当始终坚持教学过程重视实践、以核心素养作为宗旨

等课程理念，在设计教学时，对“5E 学习环”教学模式合

理运用，这样才可以达到发展学生科学学科核心素养的最终

目标，从而让学生自身终身学习能力得到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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