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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５Ｅ”教学模式是美国生物学课程研 究 开 发 出 的 一 种 基 于 建 构 主 义 教 学 理 论 的 探 究 教 学 模 式，包 括

吸引、探究、解释、迁移和评价５个教学环节。该模式以学生 为 中 心，同 时 又 不 忽 略 教 师 的 主 导 功 能。“５Ｅ”教 学 模

式在中学化学教学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通过具体的化学教学案例探讨了“５Ｅ”教学模式在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提出了该模式实施策略：要创设良好的问题情境、提 高 问 题 的 有 效 性、把 评 价 贯 穿 于 教 学 活 动 始 终，同 时 要 灵 活 设

计５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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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５Ｅ”教学模式的内涵

“５Ｅ”教学模式有５个教学环节：吸引（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探究（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解释（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迁移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和评价（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五环节均以“Ｅ”开头，故称之为“５Ｅ”教学模式。
１．吸引
这是该模式的起始环节。吸引学生参与是有效学习活动的开始。在教学设计中，利用学生的已有

经验、生活实例、实物及科学史等方式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产生认知冲突，激发学习兴趣与动机，吸引

其参与和集中精力于教学任务；教师藉由问题了解学生对研究主题的前概念，帮助学生将现有经验和先

备知识进行连接，并引发他们进行实验研究，顺利过渡到下一环节———探究。
２．探究
探究是“５Ｅ”教学模式的中心环节，知识的建构、技能和技巧的掌握、探究的体验等大多在此环节完

成。该环节中，教师要给学生提供直接参与调查或实验研究的机会和条件，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对事件

或情境的探究活动，以自主探究和合作探究为中心，给学生思考和想象的空间，通过一个或多个探究活

动，获得对概念的感性经验。教师指导不宜太多，更不宜直接告知结果。教师作为促进者，引导学生开

展小组合作学习，实现经验的共享，将探究活动不断深化。
３．解释
通过探究环节所提供的经验构建对概念的理解，解释概念或理论。即组织学生讨论探究结果，要求

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解释，并提供证据、澄清事实，对自己的经验抽象化、理论化；鼓励学生相互交流，批判

性地倾听他人的解释；最终能正确识别和定义新概念。然后，教师针对学生的问题和一些不完整的结果

进行讲解、补充和纠正，正式澄清概念，提出解释。该阶段可通过演示、提问、讨论、图片、动画和录像等

手段，在学生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启发讲授，最终目的是帮助学生建构较完整的、科学的知识体系。
４．迁移
学生扩展自己的概念，使其与其他概念相联系并运用所建构的新概念解释周围世界或新情境，通过

新的活动，将自己所获知识与技能灵活应用，解决实际问题。
５．评价
评价由学生、教师、管理者共同完成，它既评价学习结果，又评价学习过程。对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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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般采用诊断性评价，可通过结构性观察、学生访谈、基于特定项目的档案袋评价等方式来完成。总

之，要做到定性与定量、形成性与终结性、自我与他人评价相结合，促使师生通过评价获得进一步改进教

与学的必要信息。
二、“５Ｅ”教学模式在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５Ｅ”教学模式的吸引、探究、解释、迁移和评价５个教学环节能够体现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在中学

化学教学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该模式能够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吸引），引导学生积极探究（探究），在教

师的指导和帮助下自主建构知识（解释）并运用所建构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迁移），获得成功的学习体

验，并正确地反思评价自我（评价），实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
从而得到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目的（通过表１来说明）。

表１　化学能转化为电能（选自江苏教育出版社《化学２》专题二 第三单元）教学

教学程序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吸引 演示实验：用去掉纽扣电池的音乐贺卡与锌铜

原电池相接。
提出问题：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又想

到了什么？去 掉 纽 扣 电 池 的 音 乐 贺 卡 为 什 么

还能发出动听的音乐声呢？

观察、思考

对和音乐贺卡 相 连 接 的 这 个 装 置 产 生 极 大 的

好奇心和探究兴趣。质疑：该装置为什么会产

生电流呢？

激 发 学 生 好 奇 心 和 学

习 动 机，吸 引 学 生 注

意 力 集 中 到 本 课 核 心

问题上。

探究 提供实验器材：锌片、铜片，导线、灵敏电流计、
稀硫酸（小烧杯中）。
提出任务：请各小组利用以上实验器材设计实

验方案使其 能 产 生 电 流，观 察 记 录，并 尝 试 分

析此装置能产生电流的原因。
提出问题：分别发生了什么现象？如何解释？

提供实 验 用 品：锌 片、铜 片、铁 钉、碳 棒、小 木

棒、导线、灵敏电流计、稀硫酸、硫酸铜溶液、无

水酒精（小烧杯中）等。
提出新问题：如果锌片、铜片不用导线相连；如

果把锌片、铜 片 换 成 别 的 金 属 或 碳 棒；如 果 把

稀硫酸换 成 其 他 溶 液 或 液 体，还 有 电 流 产 生

吗？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条件是什么呢？

实验探究１：讨论、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实验、观
察并记录现象（顺 序 可 能 不 同）：（１）把 锌 片 和

铜片分别插入 稀 硫 酸；（２）把 锌 片 和 铜 片 用 导

线连接同时插入稀硫酸；（３）在锌片、铜片的导

线间连接灵敏电流计，同时插入稀硫酸。
讨论：实验（２）（３）中铜片上为何有气泡？如果

铜与硫酸发生反应，为何溶液无色？锌片和铜

片上可能各 发 生 了 什 么 反 应？ 该 装 置 为 何 能

形成电流？

实验探 究２：小 组 讨 论；提 出 假 设；设 计 实 验：
（１）锌片和铜片不用导线相连；（２）把锌片、铜片

换成铁钉或碳棒（同种金属或不同种金属）；把

稀硫酸换成硫酸铜溶液或者无水酒精，观察 电

流计的指针，并进行验证；初步得出化学能转化

为电能的条件。

让学生亲 自 动 手，体 验

探究的过 程，学 习 通 过

实验解决 问 题 的 方 法，
培 养 学 生 合 作 交 流 的

意识。分析 实 验 现 象，
培 养 学 生 发 现 并 提 出

问题的能力。
为学生架 设 桥 梁，突 破

难点。

解释 组织学生交流探究的结果。
在学生汇报的基础上启发讲授。
课件展示：播放微观和动画课件。
引导分析，解决学生的疑难问题。
归纳小结：
定义：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装置。
原理：两极分别发生了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
负极（Ｚｎ）Ｚｎ－２ｅ － Ｚｎ２＋氧化反应；
正极（Ｃｕ）２Ｈ＋＋２ｅ － Ｈ２还原反应。

电子流向：Ｚｎ →
外电路

Ｃｕ。
引导归纳：构成原电池的４个条件。

小组汇报交流。
听讲，观看课 件，感 受 现 象 与 对 应 微 观 变 化 的

本质。
交流讨论，理解Ｚｎ与 溶 液 中 Ｈ＋ 之 间 是 怎 么

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的，了解化学能如何通过化

学反应转化为电能。
根据探究结果和教师讲解构建原电池概念，解

释原电池的形成原理。得出原电池的条件：
两种活动性不同的金属（或非金属）做电极；电

解质溶液；闭合回路；氧化还原反应。

为 学 生 提 供 展 示 其 探

究成果的 机 会，使 用 不

同 形 式 和 呈 现 方 式 帮

助 学 生 构 建 自 己 的 意

义解释和 表 达，形 成 科

学的知识体系。

迁移 提出任务：
（１）判断装置（图略）能否构成原电池？

（２）把 反 应 Ｆｅ＋ＣｕＳＯ ４ Ｃｕ＋ＦｅＳＯ４ 和

Ｆｅ＋２Ｆｅ ３＋ ３Ｆｅ２＋设计成原电池（画图），写

出两极反应式。
（３）用金属片、导 线 和 水 果（如 番 茄）制 作 水 果

电池，能否用水果电池使发光二级管发亮？

观察学生表现、参与活动，适时点拨，鼓励引导。

根据所学新知识设计并交流。
制作水果电池，体验成功的快乐。
小组代表汇报设计的方案及实验成果，交流发

现的问题与解决的方法。

运 用 所 学 知 识 解 决 实

际 问 题，巩 固 所 学

知识。
激发学生 兴 趣，尝 试 解

决现实问 题，体 验 成 功

的乐趣。

评价 师生共同评价各小组活动情况，展示有创新的

小组的实验成果。
本节课你学 到 了 什 么？ 你 的 表 现 如 何？ 还 有

哪些需要提高的地方？

自评、组内互评。 引 导 学 生 自 评、互 评，
接受教师 的 评 价 建 议。
养成反思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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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应用“５Ｅ”教学模式的有效策略

强调学生的自主建构是“５Ｅ”教学模式的核心，形成新旧概念之间的冲突是“５Ｅ”教学模式的动力，
建构概念和运用概念是“５Ｅ”教学模式的重要内容。［１］“５Ｅ”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既强调学生的自主

学习活动，又强调学生间的合作交流、发现探究，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参与性；同时也不忽视教师的主导作

用，教师扮演组织者、引导者、开发者的角色。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策略：

１．创设良好的问题情境
创设符合学生知识背景和思维特点的问题情境，才能激发学生充分调动自己的思维器官，引起学生

的认知冲突，让学生产生困惑、探究的心理状态，为解决问题形成恰当的动机。创设良好问题情境的途

径很多，可以利用实验、知识的实际应用、化学史、相关数据、例题或习题、新闻热点等等。如案例中用去

掉电池的音乐贺卡与锌铜原电池相接仍能发出动听的音乐声创设情境，使学生对此装置产生极大的好

奇心和探究兴趣，为学生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动力。

２．提高提问的有效性
教师的提问是“５Ｅ”教学模式中５个环节间的纽带。提高问题的有效性是实现“５Ｅ”教学模式的前

提，也是体现教师主导作用的重要方面。根据柏瑞的观点（Ｂｅａｒｙ，１９９４），问题的作用包括：作为活动的

破冰者、用来评估学生的知识与态度、消除学生学习的抵触情绪、在不同主题之间进行衔接、促进小组发

展。问题也能够用来帮助参与者阐明观点、更深入地思考；用来激发和引导讨论；用来管理小组活动，以
及纠正一些有问题的行为。［２］这里的问题要与学生学习的科学概念相联系，并能引发他们进行实验研

究，通过收集数据和利用数据对科学现象做出解释。一个具有较高思考价值的问题应该有较大的思维

容量、适宜的难度和合适的梯度［３］，同时注意提出问题的时机。对于难度较大的问题，要善于为学生搭

建思维“支架”，让其通过努力能够尝到探究的成果。如案例中探究环节共提出了多个问题，每个问题的

提出都恰到好处。在吸引环节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时提出了问题，为寻求答案学生兴趣盎然地投入实

验探究；在学生以为自己已经成功完成任务的时候，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使学生再一次处于愤悱状态，产
生积极探究的欲望。

３．评价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
评价环节并不只是在结束时才进行，而应该贯穿在参与、探究、解释、迁移、评价５个环节的始终。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参与、观察、倾听和提问，仔细观察学生的各方面，清晰、及时、中肯、精确地评价

学生，不仅评价学习结果，而且评价学习过程；不仅评价学生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而且评价学生的学习

方法、学习习惯、学习态度等，并引导学生自评、互评，促进评价反思能力。

４．灵活设计５个教学环节
“５Ｅ”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并不是一节 课 中 只 能 有 一 个“吸 引———探 究———解 释———迁 移———评

价”循环，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实际情况，设计两个或多个循环，例如“燃烧与灭火”一节课中，“燃烧的条

件”和“灭火的原理”可各设计一个“５Ｅ”循环；有时在一个课时内不能完成５个环节，也可设计为连堂课

或者在几节课内完成（单元教学设计）；同时该模式中“探究———解释”或者“探究———解释———迁移”环

节等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重复，如在“吸引”之后可设计“探究———解释１”、“探究———解释２”，然后再设计

迁移环节。总之不能教条化，可根据课程内容、教学实施情况等灵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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