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课堂探究教学 

本节我们将带您认识探究教学，了解智慧课堂环境对探究教学的支持，学习智慧课堂探究

教学模式，并通过应用案例，帮助您掌握模式的具体应用方法。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探究教学。 

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探究是“求索知识或信息，特别是求真的活动；是搜寻、研究、

调查、检验的活动；是提问和质疑的活动”。  

在《辞海》中，探究则表示“深入探讨、反复研究”。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探究教学： 

它是将科学领域的探究引入课堂，使学生通过类似科学

家的探究过程理解科学概念和科学探究的本质，并培养科学

探究能力的一种特殊的教学方法。  

那么，探究教学具体包括哪些环节呢？ 

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提出了科学探究

的基本程序，即：提出科学问题、进行猜想和假设、制定计

划和设计实验、获取事实与证据、检验与评价、表达与交流。  

实际上，科学探究非常复杂, 但这并不影响人们以此为

范型来设计和开展探究教学。 

 

根据探究教学的特征与流程，智慧课堂环境的支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启发问

题提出、提供探究工具、记录探究过程、深化互动交流、支持多元评价。 

 

基于智慧课堂环境的支持，又该如何有效地开展探究教学呢？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智慧课堂探究教学模式。该模式主要包括五大环节： 

 



                                                 

环节 1：创设情境 、提出问题 

在这一环节，教师可以利用智慧课堂中的富媒体资源，创设复杂的问题情境，诱发认知冲

突，进而通过提问、讨论、头脑风暴等方式，启发学生提出问题。  

环节 2：充分猜想、建立假设 

在这一环节，教师可以利用思维导图、概念图等思维工具，支持学生进行问题分析，引导

学生进行猜想假设，并让学生将假设发布到探究平台中进行共享与交流。 

环节 3：设计方案、探究实践 

在方案设计时，教师为学生提供认知工具，引导学生提出探究思路，制定研究计划；在探

索实践中，教师提供虚拟仿真资源，引导学生观察现象、记录数据，以检验最初的假设是否正

确，并录像和云平台功能，记录学生探究过程。 

环节 4：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在数据分析时，教师提供数据可视化工具帮助学习者将实验数据绘制成图表，支持学生分

析处理数据；在形成结论后，引导通过多种可视化形式进行成果的展示，并在云平台共享探究

成果。  

环节 5：评价反思、交流互动 

在这一环节，教师组织交流互动，引导多种形式的自评与互评；并通过在线测试、反思记

录等，即时掌握学习效果，开展个性化指导，使学生通过探究获得的知识得到有效的内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