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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防疫: 我来 ‘罩’ ” 是面向小学生设计开发的 “馆校结合” 教育项目ꎮ 该课

程以 “问题—发现” 模式引导探究式学习ꎬ 为参与者创造探究体验的学习环境ꎬ 综合运用

多种教学方法和方式ꎬ 将 “问题—发现” 引导的探究式学习贯穿于教学全过程ꎮ 参与此活

动ꎬ 学生可以锻炼观察发现、 收集信息、 推理分析、 逻辑思维、 归纳总结、 实验验证等相

关的方法和能力ꎬ 强化了以 “实证” 为核心的科学认识论、 方法论、 价值观ꎮ

【关键词】 科技馆ꎻ 馆校结合ꎻ 探究式学习ꎻ “问题—发现” 模式ꎻ 教案

　 　 一、 教案设计思考

自 ２０２０ 年春节开始ꎬ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

界迅速蔓延ꎮ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ꎬ 公众对新

冠病毒的特性不了解ꎬ 缺乏科学的应对知识ꎬ

造成了普遍性的心理恐慌ꎮ 与此同时ꎬ 口罩作

为有效的防护手段ꎬ 成为了最抢手的产品之一ꎮ

可是市面上口罩种类众多ꎬ 哪种口罩能够真正

起到防护作用ꎬ 为什么口罩能够有效防护ꎬ 其

中的原因部分公众并不清楚ꎮ 通过科学教育活

动的设计与开发ꎬ 可以向公众传播科学防疫方

法ꎬ 助其科学理性认识新冠肺炎疫情ꎮ

此教案强调以 “问题—发现” 模式引导探

究与学习ꎬ 以体验式学习、 多感官学习和做中

学为主要教学方法ꎮ 参与此活动ꎬ 学生可以锻

炼观察发现、 收集信息、 推理分析、 逻辑思维、

归纳总结、 实验验证等相关的方法和能力ꎬ 强

化以 “实证” 为核心的科学的认识论、 方法论、

价值观ꎮ

二、 教学对象与学情分析

本教育活动针对的具体教学对象是小学 ５ ~ ６

年级学生ꎬ 适宜受众人数为 ３０ 人ꎮ

学情分析: 根据儿童认知发展理论ꎬ 该年龄

段学生处于 “具体运算阶段”ꎬ 有一定的思维能

力ꎬ 但系统的思维能力有待加强ꎻ 有良好的学

习习惯ꎬ 但学习的自主意识和能力都有待培养ꎮ

学生的自主意识逐渐强烈ꎬ 喜欢用批判的眼光

看待其他事物ꎬ 注意力容易集中ꎬ 特别是由于

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加强ꎬ 其自我意识、

评价和教育的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发展ꎬ 初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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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个人的性格和人生观ꎬ 具备一定的合作学

习能力ꎬ 能认真听取他人的意见或见解ꎬ 但还

不能很好地讨论与表达自己的观点与看法[１] ꎮ

在小学阶段ꎬ 学生对科学知识和现实生活之

间联系的掌握还不够ꎬ 还不能完全自觉地对科

学新知识进行处理ꎮ 他们对探究的学习方式有

一定运用ꎬ 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ꎬ 自主学习能

力还需要更好地发展ꎮ 在合作学习中ꎬ 学生表

达与讨论的能力还不足ꎬ 实验动手能力还不强ꎬ

尤其是 ５ 年级学生[２] ꎮ

三、 教学目标、 重难点与教学策略

(一)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生命科学学科中强调同一性与

多样性ꎬ 通过活动让参与者了解新冠病毒相关

的知识ꎻ 了解历史上口罩外形和功能的变化ꎻ

通过实验探究掌握不同口罩的防护原理ꎻ 通过

扩展实验探究水或酒精清洗口罩是否会影响口

罩防护性能ꎮ

过程与方法: 通过观察、 实验收集实验信息

等基本技能ꎬ 培养和提高实验设计与操作、 现

象描述、 总结归纳等能力ꎮ 学生通过对于口罩

原理、 效果的探究与实验过程ꎬ 学习和初步掌

握观察发现、 收集信息、 推理分析、 逻辑思维、

归纳总结、 实验验证等相关的方法和能力ꎮ

情感、 态度、 价值观: 通过实验活动ꎬ 锻炼

形成基于证据和推理发表自己见解的意识ꎬ 养

成运用探究的方式学习与思考的习惯ꎬ 强化以

实证为核心的科学的认识论、 方法论、 价值观ꎮ

通过实践让学生们感悟ꎬ 并由此逐渐形成一种

思维习惯和观念意识: 凡是遇到类似情况ꎬ 都

要从实践中找证据ꎬ 逐渐具备思辨的能力ꎬ 以

实证作为判断结果对错的最终标准ꎮ 在探究过

程中体现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

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方法论、 价值观ꎮ

(二)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 口罩的外形变化与功能的关系ꎻ

不同口罩的防护原理不同ꎻ 在实验过程中锻炼

学生的动手能力、 归纳总结能力、 演变推理能

力ꎬ 最终形成实证的思维习惯与意识ꎮ

教学难点: 新冠病毒尺寸极小ꎬ 无法通过光

学显微镜直接观察ꎬ 小学生对其认知的过程存

在一定难度ꎮ 教学活动中涉及动手制作ꎬ 考验

参与者的动手操作能力ꎮ 口罩静电现象的实验

效果受操作与环境影响大ꎮ 关于科学知识、 科

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教学内容ꎬ 不能通过说教

灌输给学生ꎬ 而要引导学生们在科学探究的实

践中自主地发现和领会ꎬ 这一目标考验活动组

织者的设计能力和在活动开展过程中面对各种

未知情况的应对能力ꎮ 如何运用恰当的教学方

法帮助学生建立相对完整的对病毒和口罩防护

的理解ꎬ 同时通过活动使学生形成简化的、 实

用的、 对未来学习更有意义的逻辑思考体系是

对活动设计者的挑战ꎮ

(三) 教学策略

该教育活动分为五个阶段ꎮ

第一阶段: 引出问题ꎬ 通过播放抗疫视频创

设情境ꎬ 引出 “抗疫效果为什么不同” 的问题ꎬ

引导学生对比并发现ꎮ

第二阶段: 初步探究ꎬ 通过角色扮演展示口

罩外形变化ꎬ 启发学生探究和发现物品外形、

材质与功能的关系ꎮ

第三阶段: 深化探究ꎬ 通过不同口罩的材质

与结构不同的问题ꎬ 引导学生思考发现结构、

材质与防护原理的关系ꎮ

第四阶段: 拓展探究ꎬ 通过提出互联网上有

关水洗口罩的问题ꎬ 引导学生自主发现并验证

该问题ꎮ

第五阶段: 交流评估ꎬ 通过交流和发表环节

巩固学习成果ꎮ

四、 教学场地、 教学准备、 活动时间

教学场地: 场馆内教学活动室

教学准 备: 多 媒 体 平 台 ( 计 算 机)、 投 影

仪、 音 响、 气 筒、 纱 布 口 罩、 医 用 外 科 口 罩、

剪刀、 薄纸、 喷壶、 色素、 水、 酒精 (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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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教学准备的部分器材

　 　 活动时间: 该教育活动适宜在科技馆的周

六日或节假日进行ꎬ 总时长为 ９０ 分钟ꎮ

五、 教学过程

第一阶段: 引出问题———视频创设情境ꎬ 引

导对比发现

阶段目标: 通过播放疫情期间中外抗疫新闻

视频引出主题ꎬ 引导此次活动的探究方向ꎮ

学情分析: 疫情发生以来ꎬ 社会各渠道对于

戴口罩的宣传和要求ꎬ 让学生们都自觉或被动

地戴了口罩ꎬ 但他们对于口罩阻隔病毒呼吸道

传播作用机理的认识还比较模糊ꎻ 这一年龄段

的学生已具备了简单的分析能力ꎬ 可以对具备

比较直观因果关系的事物进行分析并得出 “初

步发现 / 结论”ꎻ 这一年龄段的学生还不具备深

入分析、 从多角度质疑和验证 “ 初 步 发 现 / 结

论” 的能力及思维习惯ꎮ

教学策略: 通过播放视频创设一个 “问题

情境”ꎬ 通过 “对比” 来获得 “初步发现” 并引

出 “问题”ꎮ 即通过视频让学生们 “对比” 国内

国外对于戴口罩的不同态度和行为所导致结果

的巨大反差ꎬ 从中获得 “初步发现”: 戴不戴口

罩对于疫情传播的正反作用ꎬ 为下一步要探究

的问题: “口罩是不是真能阻隔病毒传播” 埋下

伏笔ꎬ 引出第二阶段的口罩发明史和实验ꎬ 通

过历史事实和实验结果来验证 “初步发现” 准

确与否ꎮ

教师与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用提问方式引导学生思考佩戴口

罩的目的、 意义ꎬ 以 及 获 得 这 些 知 识 的 途 径ꎮ

播放国内外抗疫新闻视频ꎬ 引导学生思考国内

外防疫效果不同的原因ꎮ

视频内容:

１ 中国国内所有人都戴了口罩ꎬ 中国的官

员和专家们在劝导公众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ꎮ

与此相反ꎬ 有的国家不仅大多数人没戴口罩ꎬ

部分政客和公众还以 “戴口罩限制自由” 为由ꎬ

把口罩 “妖魔化”ꎬ 二者形成强烈对比ꎮ

２ “中国过去 ２４ 小时新增病例为 ０ꎬ 全国

病例数为” “Ｘ 国过去 ２４ 小时新增病例 ＸＸ

万” 两者对比强烈ꎮ

学生活动: 跟随教师问题思考并发言ꎬ 熟悉

活动主题ꎮ 观看视频后ꎬ 多数学生认同 “是否

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ꎬ 是国内外防疫效果不

同的主要因素”ꎮ

第二阶段: 初步探究———口罩演变史

阶段目标: 本教学阶段ꎬ 在知识层面要求学

生们通过探究找到其它证据 (历史的证据、 实

验的证据)ꎬ 进一步验证并认识 “戴口罩具有阻

隔毒传播的作用”ꎮ 在科学的认识论、 方法论、

价值观层面要求学生们认识到ꎬ 科学发现也好ꎬ

分析问题也好ꎬ 不能仅凭表面的因果关系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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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论ꎬ 需要有多方面的证据ꎬ 特别是排除

了其它因素干扰的直接证据ꎮ

学情分析: 通过观看视频进行对比后ꎬ 学生

们得出了初步结论: “戴口罩具有阻隔病毒传播

的作用”ꎬ 但视频中的事实所呈现的因果关系有

可能受到某些因素影响而结果 “失真”ꎮ 学生可

能尚未具备这样的意识、 思维以及分析的能力ꎬ

需要进行实验探究验证 “初步结论” 是否准确ꎬ

并通过实验寻找适合做口罩的材料ꎮ

教学策略: 教师通过质疑学生的 “初步结

论”ꎬ 抛出新的问题 “这是充分证据吗? 如何寻

找充分证据?” 从而引导学生们进一步探究: 戴

口罩是不是真的具有阻隔毒传播的作用?

教师与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对学生们在第一阶段得出的结论

进行质疑ꎻ 用短剧介绍口罩发展的历史ꎬ 引导

学生亲自探究口罩防疫的原理ꎮ

短剧内容:

１ 通过模型展示与角色扮演形式结合ꎬ 展

示口罩最初的应用情景ꎬ 教师旁白讲述场景内

容ꎮ 由演员装扮成拜火教祭司的造型ꎬ 佩戴由

布制成的 “口罩”ꎬ 模拟祭祀的场景[３] ꎻ

２ 演员身着手术衣ꎬ 戴手术帽和橡胶手套ꎬ

但是并未佩戴口罩ꎬ 模拟进行手术的场景ꎻ

３ 在手术结束后ꎬ 接受手术的病人向医生

反映ꎬ 几天后伤口出现了感染ꎻ

４ 由演员表演佩戴原始口罩的医务人员ꎮ

学生活动: 通过观看短剧与教师的介绍ꎬ 学

习口罩的发展史ꎬ 初步探索口罩的基本防疫原

理与制作方法ꎮ 认识到: 口罩需要满足三个条

件: 透气、 阻隔飞沫、 柔软舒适ꎻ 多层纱布叠

加是最初的口罩制作方式ꎮ

第三阶段: 深化探究———材料与结构实验

阶段目标: 针对下一个 “问题” 即 “什么

样材料的口罩可以起到防护疾病传播的作用ꎬ

同时保证舒适性ꎮ” 通过亲身体验与实验探究的

方式 “发现”ꎬ 形成结论[４] ꎮ

学情分析: 通过前面两个阶段的学习ꎬ 学生

对于纱布口罩的发展历史与防护原理形成了初

步认识ꎬ 但尚未找到可以制作防护尺寸较小的

病毒的口罩材料ꎮ 为了达到预期的防护效果ꎬ

学生建议增加口罩层数ꎬ 说明学生对于口罩仅

关注了功能性ꎬ 对于舒适性等缺乏关注ꎬ 没有

对这个问题形成系统全面的认识ꎮ

教学策略: 通过让学生亲自佩戴不同层数纱

布口罩进行呼吸实验ꎬ 感受不同口罩的佩戴感

觉ꎬ 引出第一个问题 “纱布口罩如果仅仅满足

功能性而增加层数ꎬ 造成的是佩戴时舒适性与

透气性大大降低”ꎮ 通过拆解口罩ꎬ 学生们观察

口罩的材料与结构ꎬ 发现 “舒适性与透气性降

低” 是因为材料与结构的不同ꎬ 并在教师的引

导下提出第二个问题 “不同材料和结构的口罩ꎬ

防护原理一样吗? 如果不一样ꎬ 不同口罩的防

护原理分别是什么?”

教师与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请学生动手做实验ꎬ 亲自佩戴医

用口罩和纱布口罩ꎬ 比较佩戴感受的不同ꎻ 指

导学生动手拆解两种口罩ꎬ 比较其制作材料并

推测两种口罩的防护原理ꎮ 用 “静电吸附实验”

引导学生探究医用口罩的防护原理ꎮ

实验内容:

１ 学生分别佩戴医用口罩和纱布口罩ꎬ 描

述不同口罩的佩戴感受ꎻ

２ 拆解两种口罩ꎬ 比较其制作材质ꎻ

３ 比较不同层数纱布叠加后的透气效果ꎻ

４ 分别用摩擦后的塑料梳子和医用口罩熔

喷布进行 “吸附实验”ꎬ 观察静电吸附效果 (见

图 ２)ꎮ

图 ２　 医用口罩熔喷布静电吸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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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 通过动手实验探究不同口罩的防

护原 理ꎬ 发 现 并 掌 握 纱 布 口 罩 的 防 护 原 理 为

“多层 纱 布 物 理 阻 隔”ꎬ 医 用 口 罩 防 护 原 理 为

“静电吸附为主ꎬ 辅以物理阻隔”ꎮ

第四阶段: 拓展探究———水洗与酒精实验

阶段目标: 本阶段教学ꎬ 一方面要让学生通

过探究得出水洗或酒精消毒对医用口罩和纱布

口罩的防护性能是否有影响ꎬ 另一方面要使学

生形成面对谣言或问题时从多角度质疑和验证

的意识ꎬ 具备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判断的能力[５] ꎮ

学情分析: 随着活动参与的深入ꎬ 学生已经

初步形成面对问题时ꎬ 能够全面系统地主动思

考ꎬ 具备了发现 “原因” 的能力ꎬ 同时具备了

一定的科学思维ꎬ 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方法ꎮ 此

阶段通过拓展探究水洗和酒精消毒对口罩的影

响ꎬ 帮助学生形成更全面的思考方式与逻辑ꎬ

学会应用科学的方法与思维解决生活中遇到的

问题ꎮ

教学策略: 通过直接提出问题 “有网友表

示ꎬ 口罩洗一洗或者消毒后还能继续使用ꎬ 但

是也有网友表示水洗或酒精喷洒消毒后的口罩

防护性能会大大降低ꎬ 不能继续使用”ꎮ 面对两

种矛盾的说法ꎬ 引导学生们对此展开讨论、 发

表看法ꎬ 并通过实验引导学生进一步拓展探究ꎮ

教师与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通过网络上的不同观点引发学生

的讨论ꎬ 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对不同观点进行

验证ꎮ

学生活动: 设计测试影响口罩防护效果因素

的实验ꎬ 并亲自动手实验验证ꎮ

实验内容:

１ 向两只医用口罩分别喷洒水和酒精ꎻ

２ 拆开淋湿的口罩取出中间的熔喷布ꎬ 进

行 “吸附实验”ꎻ

３ 熔喷布不再能吸引纸屑ꎬ 说明其静电消

失ꎬ 防护能力降低ꎻ

４ 通过思想实验ꎬ 对比纱布口罩清洗前和

晾干后的状态ꎬ 探究其是否可以重复使用ꎮ

第五阶段: 交流评估与问卷调查———巩固、

深化学习成果

阶段 目 标: 通 过 “ 问 题—发 现” 的 方 式ꎬ

即通过两次调查问卷和交流环节ꎬ 讨论活动中

提出的 “问题”ꎬ 使学生们 “唤醒” 并 “重新发

现” 在前四个教学阶段潜移默化地感受、 学习、

运用到的科学方法、 科学思想ꎬ 巩固深化学习

成果ꎮ

学情分析: 通过前几阶段的活动ꎬ 学生对于

医用口罩与纱布口罩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ꎬ 不

仅具备了发现问题的能力ꎬ 而且形成了针对特

定对象、 特定问题、 特定目标开展针对性探索

实验的意识与能力ꎮ

教学策略: 利用问卷调查与交流发言的形

式ꎬ 进一步强化学习成果ꎬ 对前几阶段的学习

进行回顾与总结ꎮ 通过思考和回答问题ꎬ 以及

听取其他学生的交流发言ꎬ 学生们会发现自己

和其他同学在分析、 研究、 判断问题的能力与

意识上有了变化ꎬ 体现了以 “实证” 为核心的

科学的认识论、 方 法 论、 价 值 观 方 面 的 收 获ꎬ

唤醒了学生的科学思维ꎬ 并且使本次教育活动

得到提炼、 归纳和升华ꎬ 巩固和深化了教学效

果ꎬ 在帮助学生掌握科学方法与科学思想的同

时锻炼其表达能力ꎮ

教师与学生活动:

１ 第一次调查问卷

(１) 你最初对于 “何种材料的口罩更有阻

隔细菌病毒的效果” 有什么认识? 当时是怎么分

析的? 后来为什么改变了? 听取同学们的分析

后产生了什么改变? 实验后又有了什么新认识?

(２) 当初对于 “水洗或酒精消毒对口罩防

护性能会不会有影响” 有什么认识? 当时是怎

么分析的? 后来为什么改变了? 听取同学们的

分析后产生了什么改变? 实验后又有了什么新

认识?

(３) 同学们在生活中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ꎬ

是怎么判断和得出结论的? 现在参加活动后ꎬ

面对这些问题时又将如何判断? 你会考虑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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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经历哪些过程、 采用哪些方法?

(４) 通过这一认识及改变的过程ꎬ 发现自己

以前分析判断事物的方法有什么问题? 对自己

今后分析判断事物有哪些启发?

２ 交流环节

教师: 我们本次的探究活动就要告一段落

了ꎬ 老师最后有一些问题想要问大家ꎬ 希望同

学们能够畅所欲言ꎬ 勇敢地和大家分享自己的

想法ꎮ 第一个问题是: 你最初对于 “什么材料

的口罩阻隔细菌病毒的效果更好” 有什么认识?

当时是怎么分析的? 后来为什么改变了? 听取

同学们的分析后产生了什么改变? 实验后又有

了什么新认识?

学生: 老师ꎬ 在参加这个活动前ꎬ 我只知道

父母要求我们佩戴口罩ꎬ 至于佩戴什么口罩从

来没有关心过ꎬ 只是照着做ꎮ 参与活动后ꎬ 我

发现原来口罩与防护有这么密切的关系ꎬ 而且

发现ꎬ 原来并不是所有的口罩都能起到防护的

作用ꎮ 做过实验后我才知道: 即使是有防护作

用的材料ꎬ 也需要组成特定的结构才能起到有

效防护作用ꎬ 比如纱布口罩如果只是薄薄的几

层ꎬ 那么面对尺寸更小的病毒就没有作用了ꎮ

教师: 非常好! 总结得非常全面ꎮ 第二个问

题是: 大家当初对于 “水洗或酒精消毒对口罩

防护性能会不会有影响” 有什么认识? 当时是

怎么分析的? 后来为什么改变了? 听取同学们

的分析后产生了什么改变? 实验后又有了什么

新认识? 还有ꎬ 同学们在生活中面对类似问题

的时候ꎬ 是怎么判断和得出结论的? 现在参加

完活动后ꎬ 面对这些问题时又会如何判断? 你

会 考 虑 哪 些 因 素ꎬ 经 历 哪 些 过 程ꎬ 采 用 哪 些

方法?

学生: 关于水洗或酒精消毒口罩的说法ꎬ 其

实我之前在网络上已经看到ꎬ 有的人说可以洗ꎬ

有的人说不行ꎮ 面对这些说法ꎬ 说实话我并没

有多想ꎬ 只是觉得口罩用完就该换一个新的ꎮ

但我后来才了解到ꎬ 在疫情最初出现的时候ꎬ

口罩是供不应求的ꎬ 很多医生都舍不得换掉用

了很久的口罩ꎮ 参加活动后ꎬ 我知道了两种口

罩的防护原理ꎮ 通过实验验证ꎬ 我知道了医用

口罩是不能水洗或者酒精喷洒消毒的ꎬ 因为那

样的话会影响静电吸附效果ꎮ 但是纱布口罩的

防护原理是物理阻隔ꎬ 并不涉及静电吸附ꎬ 所

以它可以水洗或消毒ꎬ 只要晾干就可以了ꎮ 将

来面对网络上的不同说法ꎬ 我也会进行系统考

虑ꎬ 认真思考可能有影响的所有因素ꎬ 然后设

计分组实验ꎬ 通过实验验证自己的想法ꎬ 而不

是面对问题盲从别人或者网络上的说法ꎮ

教师: 同学们通过这一认识及改变的过程ꎬ

发现自己以前分析判断事物的方法有什么问题?

对自己今后分析判断事物有哪些启发?

学生: 老师ꎬ 之前我判断事物的方法主要是

听父母或者老师的说法ꎬ 对于网络上的说法也

是比较盲从ꎬ 基本没有自己的判断ꎮ 参加今天

的活动后再面对这样的情况ꎬ 首先我不会盲目

地听从别人的说法ꎬ 我会利用网络、 图书馆等

信息渠道搜集有关的问题与答案ꎬ 看看前辈们

是怎么探索的ꎬ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ꎬ 我会自己

设计实验进行验证ꎮ

２ 第二次问卷调查: 调查内容与第一次问

卷一致ꎮ

教学策略: 在第一次问卷调查前ꎬ 学生们在

科学方法、 科学思想方面的学习收获可能尚处

于 “潜伏” “休眠” 状态ꎮ 没有上述问题的提

示ꎬ 学生们可能意识不到、 想不起来ꎮ 通过第

一次提问填写问卷进行 “初次唤醒”ꎬ 上述科学

收获处于 “半唤醒” 状态ꎬ 但还会有一些遗忘

和缺失ꎻ 在交流和发表过程ꎬ 在同学发言的提

示下ꎬ 这些收获大部分被 “二次唤醒” 了ꎬ “除

了学到有关口罩的知识之外ꎬ 原来自己还有这

些科学收获”ꎻ 通过第二次填写问卷ꎬ 进行了

“第三次唤醒”ꎬ 并记录了 “唤醒” 的结果ꎬ 巩

固了 学 习 效 果ꎮ 上 述 通 过 问 卷 和 交 流 发 表 的

“唤醒” 过 程ꎬ 其 实 就 是 一 个 “ 问 题—发 现”

(发现那些非显性的科学收获) 的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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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实施情况与效果评估

(一) 实施情况

２０２０ 年国 庆 假 期 期 间 累 计 实 施 １４ 场ꎬ 共

４１５ 人次参与活动ꎮ

(二) 受众反馈

通过交流评价环节和课程结束后对受众的访

谈ꎬ 参与学生均表示: 通过此次活动ꎬ 对于口

罩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ꎮ 学生最初佩戴口罩仅

仅是因为医生建议ꎬ 至于口罩为什么能够防护

病毒并没有深入的思考ꎮ 通过参与本次教育活

动ꎬ 参与者表示未来面对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问

题ꎬ 会重新思考 “为什么”ꎬ 扩展思考 “ 怎么

办”ꎬ 并会积极利用科学知识、 科学思维和科学

方法ꎬ 去 “发现” 其中的原理[６] ꎮ

(三) 效果评估

本活动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ꎬ 对活动的参与

者进行抽样满意度调查ꎬ 调查结果显示: 所有

参与者对此次活动开展总体满意ꎮ 此项活动最

初设计受众群体为小学 １ ~ ６ 年级学生ꎮ 在活动

实际开展过程中发现: 低学龄段学生在理解微

观抽象概念时存在困难ꎬ 老师向低学龄学生讲

授这些知识时也比较困难ꎮ 因此在随后的活动

中ꎬ 科技馆尽量组织小学 ５ ~ ６ 年级学生参与ꎬ

并针对低学龄参与者设计了以动手制作新冠病

毒模型为主要参与形式的活动ꎮ

说到两次问卷调查ꎬ 如果单纯从 “ 唤醒”

的效 果 看ꎬ 有 第 一 次 问 卷 调 查 和 交 流 发 表 的

“两次唤醒” 就够了ꎬ 第二次问卷调查已基本起

不到 “第三次唤醒” 的作用ꎮ 之所以要进行第

二次问卷调查ꎬ 其目的就是进行评估———通过两

次调查结果对比ꎬ 可以更清晰地反映学生们在

科学方法、 科学思想方面的收获ꎬ 反映教学设

计产生的效果ꎮ

在未来的教育活动中ꎬ 设计团队将进一步完

善 “问题—发现” 的课程设计思路ꎬ 引导参与

者主动发现 “问题”ꎬ 并逐步建立科学的思维方

式、 掌握科学方法ꎬ 培养观察发现、 收集信息、

推理分析、 逻辑思维、 归纳总结、 实验验证等

相关的方法和能力ꎬ 从而形成以 “实证” 为核

心的 科 学 的 认 识 论、 方 法 论、 价 值 观ꎬ 并 在

“问题—发现” 的过程中深化学习成果[７]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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