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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

只道平常疑无路　独辟蹊径天地新
———小学科学课与信息技术整合教学设计

湖北省兴山县教育培训研究中心(４４３７００)　马咏梅　谭明扬

１　课堂背景

«维护生态平衡»是教科版５年级上册第１单

元 “生物与环境”里的最后一课,学生建立了食

物链、食物网、生态系统的概念后,让学生把研

究的视野扩大到真实的大自然环境中,具体分析

草原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的原因,并认识到维护生

态系统的重要性.教材分为２个部分,第１部分

从研究草原的鹰、兔、草的食物关系开始,力求

让学生认识到它们三者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是

多么密切,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状态是多么困

难.第２部分是由 “什么引发了沙尘暴”分析沙

漠的沙源区的成因.
从以往课堂教学的情况看,教师主要引导学

生通过想象推测草原上３种动植物中某种动植物

增减后引起生态平衡的变化,但通过这种想象也

使学生认为当草原生态系统因为某种原因失去平

衡后,人类只要通过简单的干预,就能恢复生态

平衡,因而不能很好地理解生态平衡的脆弱性和

恢复的长期性、艰难性.为了让学生有理有据地

认识到这一点,通过具体的数据在学生的大脑中

构建一个相对真实的草原生态系统,引导学生对

数据进行推算和分析,让他们感受生态系统失去

平衡的严重后果.再试图对这个生态系统中生物

数量的增减调配,尝试去 “艰难”恢复生态平衡

的活动.这样,学生认识到生态系统中生物种类

和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并不像想象中一增一减那

样简单,意识到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思考人

类作为大自然中的一员应该怎样去维护生态平衡.

２　教学设计

２．１　教学目标

(１)应用分析、推理等思维形式,对草原生态系

统的失衡原因进行分析.
(２)认识到维护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２．２　教学过程

２．２．１　情景引入,得出数据

(由食物链直接引入主题)师:“今天老师给大

家带来了草原上常见的３种生物(草、兔、鹰),他们

是什么关系?”
生:“食物链关系.草被兔吃,兔被鹰吃.可以

写成草→兔→鹰.”
师:“最近,我获得了一份和他们有关的资料,

请你们仔细阅读这段资料,弄清楚资料里面各种数

据的意思.”PPT 出示阅读材料:２００５ 年草原上

２５００个单位的草里生活着１０个单位兔和２个单

位的鹰,每年会增加３００个单位的草,１个单位的

鹰,每年兔会以前一年单位数的２倍增长.１个单

位鹰一年要吃２个单位兔,１个单位兔一年要吃８
个单位草.

教师指导学生计算头２年生物的数量变化,

２００６年鹰的实际数量有３个单位,兔的实际数量

有(２０－６)＝１４个单位,草的实际数量＝２８００－
１６×８＝２６７２个单位,计算结果见表１.

表１　计算结果 (单位)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草实际有 ２６７２ ２８１２ ２８７２ ２８８８ ２５３２ １６４８ －２７６

兔实际有 １４ ２０ ３０ ４８ ８２ １４８ ２７８

鹰实际有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学生分小组计算３~７年的生物数量变化情

况.当学生算到第７年时候,草已经出现负数,教
师引导学生分析.

２．２．２　初步分析数据,找出相关问题

(１)观察数据,解释数据的意思.
(２)根据数据,想象草原的情景.

２．２．３　进一步通过数据分析产生的原因

通过进一步分析数据,找出这个草原生态系统

失去平衡的原因.

２．２．４　结合数据进行推算

(１)结合数据找出维护生态平衡的办法.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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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小组讨论决确定采用的方法,有的说改变

兔的数量,有的说改变鹰的数量,有的说多种草,
有的还说引进生长快速的草,等等.

３　引导学生对数据再分析,认识维护

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１)利用电子表格把各小组的数据展示出来.
(２)让 学 生 分 小 组 上 台 分 析 自 己 小 组 的

数据.
(３)教师小结.
人类想要对大自然中生物的数量进行改变,

方法很多,但如果在现实中,对生物的数量随意进

行改变,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课堂中学生进行

了多种尝试,都是为了恢复生态平衡,可效果却不

理想.现在仅仅研究了草原上３种生物之间的关

系,事实上,草原上还生存着许多不同的生物,他
们的数量和关系更复杂,要找出他们之间的平衡

关系就更困难了.其实,大自然中生态系统的平

衡,往往是大自然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的,
破坏平衡很容易,重建平衡却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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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

数字音乐创客在音乐教学中的实际应用

武汉音乐学院(４３００００)　张　弛

１　什么是创客

创客 (maker),仅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做东

西的人,特指热衷于利用新技术将非同凡响的创

意转变为现实产品的人.
创客体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同时

有一种通过行动和实践去发现问题和需求,并努

力找到解决方案的含义在里面; “客”则由客观、
客人、做客的意思.客观,体现的是一种客观事

实、一种理性思维.客人、做客则体现了人与人

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有一种开放与包容的

精神在里面,而开放与包容体现在行动上就是乐

于分享.

２　什么是创客教育

创客教育是创客文化与教育的结合,基于学

生兴趣,以项目学习的方式,使用数字化工具,
倡导造物,鼓励分享,培养跨学科解决问题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种素质教育.

创客教育是创客文化与教育的结合,创客文

化是一个发展过程中的概念,总体上它是创客圈

子里的一种信仰上的共识:“我喜欢做一些新的东

西,我很享受做东西的过程;我希望把东西分享

出去,以结识更多的朋友,所以我得把这个东西

变成一种产品、服务和方案;我尊重知识产权,
但并不希望它仅仅属于我一人而谁也不知道;我

期望能够经营我的个人品牌,最终实现思想和双

手的自由.”以上是关于创客文化的大白话总结,
基本上描述了很多狭义创客的生活状态.

当创客文化落到教育,有几个要点是需要强

调的.如创客教育很显然是兴趣导向的.项目学

习的方式,仍然是目前推荐的基于创客空间的学

习组织形式.这里的数字化工具主要指的是数字

化的设计.在创客教育当中 “造物”的概念延伸

了 “做中学”的理念,通过分享,使得做中学的

过程延展为一个更为广泛的经验、技能甚至知识

的创作过程.而在分享的过程中,涉及到的面对

不同的分享对象的方案,涉及跨文化的分享策略,
分享平台的使用等过程则是超越了简单制作的一

种更为高级的学习过程.创客的造物是一个相对

复杂的过程,垮学科是一种根据项目需求而来的

自然的学科综合,并非刻意为之.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当他们有这样的欲望:

“我不想仅仅成为一个远远望着它的旁观者,我想

成为它的创造者”,或者 “我想做一个属于自己的

东西”,创新的想法自然会产生.而这种创新是脚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