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点亮小灯泡》一课为例

《基于模型的概念建构》



▲我们看到的家里的灯好像是一根线就能点亮；

▲我们实验室里有人用一根线点亮；

▲我们实验室里有人用两根线点亮；

▲关键不是线的多少，而是连接方法的问题；

▲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连接方法；

▲如果不是这样的连接方法，会出哪些问题？怎样避免？

▲今天的学习，对于我们安全用电有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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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活动设计的关键：怎样吸引学生深度参与？怎

样引导学生“由对表面现象的认识逐步接近事物本质属性？

”

对教学内容的组织方式进行重构：点亮小灯泡



主题：为学生建构概念搭支架

●现在在哪里？

●要到哪里去？

●怎么到那里去
？



             怎么到那里去？
                            ————有序组织教学活动有序组织教学活动

一、认识材料结构，做知识准备

二、暴露前概念，引发学习动机

三、尝试分析，初步建立概念

四、深入分析，完整建构概念

五、迁移运用，活化电路知识



一、观察认识材料结构，为探究做准备



生活中你们见到的小灯泡是什么样子的呢？你能画出来吗？

小灯泡

记忆中的小灯泡 观察后画的小灯泡 小灯泡的结构图



1.找一找小灯泡的发光部位在哪？
2.想一想各个部分有什么作用？

小灯泡



       如果给你 ，你能让小
灯泡亮起来吗？用模型卡片连一连，试着表达你们的想法。

二、暴露前概念，引发学习动机



●为什么要这样连？

●电流在其中是怎样流动的？

三、尝试分析，初步建立概念

●能够让小灯泡亮起来的电路，是怎样连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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