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神奇建筑——藏碉》科技教育方案设计

阿坝州小金县美兴镇营盘小学 杨刚才

方案目标：

知识目标： 通过亲历搭建藏碉模型，建构起上小下大、上轻下

重的物体不容易倒的概念。

能力目标：培养学生较独立的探究能力、归纳概括能力、实践能

力、动手操作能力等。

情感目标：培养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习惯；培养

学生把科学学习与实际生活相联系，自觉传承民族文化的情感。

方案对象

六年级学生

六年级学生对生活中的碉楼有不同程度的认知；有使用基本工具

的技能；有一定的建模、绘图、识图、动手的能力。

活动内容

活动一：引导学生小组分工，利用各种资源从名称意义、历史起

源、分布分类、功能作用等方面对“藏家碉楼”进行认知学习，各小

组利用思维导图形式展现成果，最终班级汇总形成比较系统的藏碉认

知。

活动二：引导学生在对藏碉稳定性展开研讨的基础上，小组合作

讨论、设计、绘制藏碉模型示意图，确定建筑材料、人员分工等的准

备工作并展开准备；

活动三：引导学生在做好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研讨模型制作和评



价的标准，分小组动手实践，搭建藏碉，在活动中建构起藏碉整体上

小下大、墙体上窄下宽的稳定特性；

活动四：引导各小组对自己的模型进行班级展示，并根据研讨所

得的评价标准进行相互评价交流、改进建议等，评选出建模和展示优

胜者进行校级展示。

难点：

通过学生调查搜集、分析研讨、设计方案、动手实践、汇报展示、

评价改进等系列活动，建构起“物体稳定性关键在上小下大、上轻下

重”的科学概念；

重点：

在活动中建构科学概念，能将学到的科学知识运用到身边的生活

实际当中。了解到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知识运用。

创新点：

把学生熟悉的、富含民族个性的、家乡标志性建筑“藏家碉楼”

引入科学课堂学习，以 STEM结构性导学，引导学生探究碉楼稳定的

秘密，把科学学习与民族文化传承有机融合，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利用西部民族地区学生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开展科学教育活动；

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在小组合作的基础上真正动手实践，在

活动中建构起科学概念；

引导学生利用本地区的乡土资源展开真正面向生活的学习、为了

生活的学习；

引导学生学会利用多种渠道和方式展开科学探究，并初步学会简



单的探究方法，获得科学探究的成功体验。

利用的各类科技教育资源（场所、资料、器材等）

所需资源：家乡的碉楼实地勘察、实验室内搭建；藏家碉楼图片

（视频）；碉楼起源、发展、功能史料；碉楼结构介绍微课；百度网、

地方网站；

工具：计算工具、绘图工具、搭建工具等。

活动过程和步骤

探究学习活动一

活动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网络检索、访问长辈、查找书籍等方式，自主搜

集资料，再通过小组研讨整理，了解碉楼的起源、发展、功能等知识；

能力目标：通过信息搜集、分析辨别、交流讨论等学习过程，提

高学生多渠道获得信息的能力、语言表达等能力。

情感目标：培养学生把科学学习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用科学的眼

光看待周围事物的习惯，建构起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由衷自豪感。

活动准备：

教师准备：各种藏碉图片、视频、微课、PPT

学生准备：课前搜集藏碉的相关知识。

活动过程：

一、搜集资料

请学生回到村寨以后，利用多种方式自主搜集寨子里关于藏碉的

知识。



调查内容：

藏碉的名称、藏碉的历史、藏碉的分类、藏碉的分布、藏碉的功

用、藏碉的故事等。

调查方式：

问长辈：向村寨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们请教关于藏碉的知识；

翻资料：利用学校图书馆、书店、借用私人藏书等方式做调查；

查网络：利用方便快捷的网络资源查找本地区的藏碉知识。

记录方式：

写文字、做表格、绘本图画、录音录像等。

二、共享汇报

1、小组交流各自在课前了解到的关于藏碉的相关知识，并说清

楚是以什么方式了解到的，以及自己在搜集这些资料过程中的一些小

故事。

（设计意图：因为课前要求每个同学回家以后做关于藏碉知识的搜集

和学习，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收获，都有一定的表达欲望，

所以开课之初先让孩子们满足一下表达欲望，能在交流中信息共享，

相互学习。在活动中让学生体会到小组合作、信息分享的重要性。同

时让大家了解到学习方法和途径。）

2、初步整理

在各小组做班级汇报的基础上，根据汇报做出相应的、初级简单

的思维导图板画。

（设计意图：在小组内做了充分交流以后，相信每个小组对课前



学习的内容都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共识，全班交流的目的在于让孩子

们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达成关于碉知识的全班共识。在黑板上板画

思维导图是为了方便帮助学生梳理碉的知识，学生能说到多少就板画

多少，其他内容空出位置，以在后面的学习中慢慢补充。最终形成比

较系统的思维导图，便于学生掌握。）

三、深入学习

（一）、美图欣赏：

1、请学生欣赏老师课前搜集到的藏碉的各种类图片；

2、引导学生说一说：看到了这么多美丽的图片有什么感受？

3、根据刚才的小组汇报、全班汇报内容和图片的欣赏，有些什

么疑问？

针对提出的疑问，请其他同学帮忙解决，如有不可解决的内容，

则学习微课解决。

（设计意图：在第一个环节，孩子们所能达成的关于碉的知识共

识定然非常有限，这个环节意在让孩子们直观形象地感受藏碉的美

丽，获得民族自豪感。）

（二）、微视频学习

1、组织学生学习老师准备好的关于碉的微视频：对于刚才的疑

问，可以在接下来的微视频里找到相关答案。

2、引导学生说一说：看了刚才的美图和微视频，你有知道了哪

些方面的知识？

（设计意图：通过孩子们对自己课前收集的资料共享、美图的欣



赏、微视频学习，帮助学生获得比较完整的关于藏碉的知识。以便下

一步的小组信息整合。）

四、小组合作整理信息，做好汇报和评价。

1、在 A4纸上根据刚才的汇报、讨论、美图欣赏、微视频学习所

获得的信息，请各个小组负责思维导图一个方面的知识进行整理（名

称、历史、分布、分类、功用等），并就这个方面的内容做一个比较

全面的思维导图板画。

2、引导孩子们自己总结出评价思维导图以及汇报的标准：

思维导图：知识正确、结构清晰、简单明确、设计美观等；

小组汇报：全员参与、表达无误、语句通畅等。

3、各小组就自己所做的思维导图进行汇报，汇报时请其他小组

同学提出疑问、进行补充、做出评价。

老师相机做简单的思维导图板画归纳。最终获得以下信息：

（1）、碉楼有什么名称及分类？

说一说：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来表述碉的名称。

相机补充以下名称及意义并板画：

“木卡儿”：藏文中是“城堡、城、要塞、墙垣”的意思。

“达哟”、“达咏”：意为“住房”。

“多木卡儿”：藏文中是“石砌的城堡、城、要塞、墙垣”的意思。

“琼”：藏文中是“大鹏鸟”的意思。

用功能来命名：

官寨碉、家碉、寨碉、战碉、风水碉、风火碉、界碉、要隘碉等，



也有房中 碉、经堂碉（祭祀碉）、阴阳碉、姊妹碉、雄碉、雌碉等。

如果以形状命名：

三角碉、四角碉、五角碉、六角碉、八角碉、十二角碉、十三角

等。

（2）、了解碉楼的起源吗？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冉夷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

高者达十 余丈，为“邛笼”。李善注《后汉书》之“邛笼”云：“按今彼

土夷人呼为雕也。” “邛笼”即今所称的石碉。

可见碉这种建筑在汉代就已经有了。

（3）、了解碉的分布情况吗？

出示地图帮助学生了解分布情况。

四川甘孜州的丹巴县、康定县、九龙县、雅江县、道孚县、乡城

县、稻城县、 德格县、色达县、巴塘县、得荣县、白玉县和新龙县

（甘孜藏族自治州共有 18 个县，其中 13 个县分布有碉。）

四川阿坝藏羌自治州的马尔康县、理县、汶川县、金川县、让塘

县、阿坝县、 松潘县和小金县（阿坝藏羌自治州共有 13 个县，其

中 7 个县分布有碉。）

西藏自治区的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 、昌都和山南地区的隆子、

曲松、加查 等县；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和德钦等县。

雅安宝兴等地有碉楼。

主要分布在川西北地区。



（4）、这些碉有什么功能和作用？

宗教功能：

早期碉楼的建筑与苯教有关，最早是苯教僧人建造的“碉堡般的

苯教小庙”。一些碉楼仍然发挥着宗教方面的作用，如丹巴县的卡瓦

碉楼、 沃色碉楼中放置着唐卡、酥油灯，墙面有宗教图案的壁画，

发挥着家庭经堂的作用。

土司权力象征：

土司制度完备于明代，延续与清代及民国，土司在辖内保持有传

统的权力，是最高统治者，因为土司在地方的集权和财富，才能调集

工匠和百姓为其修建雄伟壮观的碉楼，以显示其权力。

界定边界的功能：

界定边界的碉楼，多见于土司的边界地带的险关要塞。

防御功能：

在文明早期，人们以氏族为单位组织生活、生产并共同抵御 外

地入侵。这时候出现的是“依山据险，屯聚相保”的聚落联防形式，并

且防御性的单独碉楼在碉楼与村寨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如：战碉、风

水碉、烽火碉、寨碉、界碉、要隘碉。

生活功能：

碉楼和住宅紧靠在一起，并以门、墙、廊、道、梁柱等结构 与

住宅统为一体，于是带来了碉楼和民居之间从平面关系到空间组合的

相互衔接、渗透、融会的变化。如：家碉、经堂碉、家中碉。

（设计意图：在前几个环节基础上，引导孩子们分工合作，各小



组整理一个方面的知识，并学会以思维导图的形式进行汇报和展示。

最终获得关于藏碉比较完整的知识。提高孩子们对信息的处理归纳能

力、合作学习的能力、展示表达的能力以及根据标准进行评价的能

力。）

五、关于藏碉稳定性的思考。

汶川 5.12 大地震时很多房屋倒塌，但藏碉的损毁并不大，而且

高者有数十米，历经几百年的历史，为什么能够屹立不倒？用自己学

过的科学知识猜想一下并在小组内聊一聊藏碉稳固的原因。

（设计意图：引导孩子们联系自己科学课所学的知识，以科学的

眼光重新认识身边的传统文化——碉。并学会以科学的思维去思考藏

碉的力学原理。）

探究学习活动二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引导学生了解到碉楼的力学原理和结构，绘制出建造

碉楼模型的示意图，利用共同制定的标准做出评价，并讨论制定出材

料准备、成员分工等计划。

能力目标：通过碉楼结构的讨论、示意图的绘制并评价、小组分

工等活动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绘图能力、表达能力协作能力等。

情感目标：引导学生把科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将所学的科

学知识运用到自己小组的计划制定中，进一步培养学生用科学的眼光



看待周围事物的习惯，建构起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由衷自豪感。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A4纸张、微课、PPT

学生准备：直尺、铅笔

教学过程：

一、聚焦课题：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藏碉的很多知识，也了解到藏碉的神奇和

伟大，那么大家想不想自己修建一座藏碉呢？

修建一座藏碉需要有哪些准备工作、需要知道哪些知识呢？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讨论总结出得知道碉楼的建筑特点、设计

出修建藏碉的示意图、准备好修建的材料、做好人员分工等内容。）

二、探究

（一）、藏碉力学原理和建筑特点的研讨学习。

出示碉楼图片，引导孩子们思考上节课留下的问题：藏碉高者有

数十米，历经几百年的历史，为什么能够屹立不倒？

1、小组内讨论藏碉所蕴藏的力学知识和框架结构知识。

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科学课堂所学知识，讨论得出上小下大、上

窄下宽等结论。

2、请一些小组汇报所得出的结论，其他小组作补充。

3、观看藏碉微课视频，进一步了解到藏碉的建筑特点：

下大上小：碉的整体外观来看，墙的边长从下到上都是渐收。

下厚上薄：墙体利用了藏区山体式建筑的特点，从下到上，墙的



厚度渐小。底部的厚度一般在 1～2 米，到顶部只有 0·5 米左右，

这样墙体厚实坚固。

建筑材料：一般是形状各异的石头、粘土、木头、树芽和草筋等。

建筑技术：不需要绘图，不需要吊线，全凭匠人的一双眼睛，一

双巧手， 信手堆砌，建造棱角整齐分明，结构严谨，墙体平整的碉

楼。

4、修筑石墙的技术研讨

你知道怎么修筑石墙吗？

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讨论得出叠石的原理：每层

片石交错叠砌，使每块石头压住下一层两块片石的交接点，这样相互

支撑、而又相互拉伸，转角的时候同样以棱角分明的长片石左右交错。

适时请同学板画示意。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讨论、微课学习等方式，引导学生了解到

修建藏碉的知识，产生对修建藏碉的兴趣，并由衷生发出修建藏碉的

愿望。在此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从不同渠道获得知识的能

力。）

（二）、修建藏碉的准备和计划

1、藏碉设计示意图的绘制及材料准备、人员分工。

（1）、讨论：如何才算是一个好的设计示意图？

引导学生思考并充分讨论得出评价标准的结论：

A、需要作至少两个图

外观示意图——立体图



内部结构图——平面图

B、标注出比较准确的尺寸：整个藏碉的高度、底座尺寸、顶层

尺寸、门窗的位置等。

C、汇报时将自己小组的想法表述清楚。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对如何设计示意图达成共识，从而明确应

该从哪些方面做好示意图，以便下一步活动的开展。）

（2）、小组内绘制示意图

引导学生根据以前的学习内容和刚才研讨的标准，设计出简单的

建筑示意图。

（3）、各小组汇报自己的示意图

请各小组派代表完整表述自己的设计内容，并在相互启发下进行

各小组的示意图修改。

（设计意图：在各小组的汇报中，其他小组定然会对自己的示意

图生发出很多新想法。本环节希望通过孩子们的自主设计和汇报评

价，相互学习，进一步修改、完善自己的方案。引导学生积极反思以

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2、人员分工和材料的准备

（1）、需要准备的材料清单。

请各小组根据各自的设计图讨论研究需要哪些材料，并记录下

来。

底座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稍大的石板或者铁板）

需要多大的片石？大约需要多少？



大约需要多少黏土？

大约需要多少木板或纸板？要多大的？

需要些什么工具？

（2）、如何进行小组内的分工。

请同学们根据示意图和所需材料进行小组内的分工。包括哪些人

准备底座、片石？哪些人准备黏土？哪些人准备木板纸板？哪些人带

什么工具？

（3）、请一两个小组汇报自己的研讨结果，其他小组相机提出

意见。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进行材料分析和人员分工的准备，进一步

把修建藏碉的工作落到实处，以便下节课可以真正开展活动。同时在

研讨中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组织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课堂总结

这个活动你学到了什么？

（设计意图：引导孩子们通过自己的总结，进一步明确如何对生

活的中的实际问题进行有效的准备，了解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探究学习活动三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通过学生的动手实践，掌握藏碉整体上小下大、墙体

上窄下宽的知识；

能力目标：根据计划好的方案，动手实践“修建藏碉”，提高学



生的动手能力、团结协作能力；

情感目标：培养学生把科学的计划方案付诸实践的探究精神，理

解修建藏碉的辛劳和困难，建构起对老祖宗的由衷敬佩之情。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准备适量片石等材料以备学生材料的不足。

学生准备：小片石、黏土、草筋、纸板、木板等上节课讨论好的

材料。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各小组将自己的材料汇总并讨论是否够用，还需要补充些什么材

料？是否可以求助其他小组或者老师？

（设计意图：衔接上节课内容，检查各组的材料准备情况，并引

导学生根据自己的不足想办法进行有效补救。）

二、动手实践

1、全班讨论在动手修建藏碉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引导学生

总结：

要以示意图修建；

注意安全；

按上节课的分工，全员动手实践；

修建时各小组小声进行以不影响别人。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通过研讨，进一步明确活动的注意事项，

同时也便于课堂管控。）



2、各小组讨论怎么样才算修得好并汇报，总结出以下结论：

依设计图施工；

墙体牢固；

墙面平整；

外观美丽等。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研讨“怎么样才算是修的好？”明确建模

型的标准，提高活动的时效性和可操作性。）

3、各小组按计划动手修建藏碉模型，老师相机指导，维持秩序。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设计方案，动手实践，提高学

生的动手能力、协作能力等。）

三、活动总结

请同学们总结本节课的所得和不足。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对这节活动课进行简单总结，针对自己小

组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自主研讨改进办法，以保证活动的成功。）

四、课外拓展

在本活动的基础上，各小组利用课余时间完善自己的藏碉模型。

（设计意图：经过这节课的操作，学生定然对自己的模型有更多

不满足或者想法，大多小组会决定重新修建自己的藏碉，利用中午的

休息时间或者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开放实验室，满足学生的动手欲

望，并进一步引导大家通过自己的研讨，完善模型。 ）

探究学习活动四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引导学生进一步用自己的方式反思总结藏碉的力学原

理和结构特点；

能力目标：通过小组汇报展示活动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总结能

力、评价能力等；

情感目标：通过学生展示自己的成果，帮助学生获得科学实践的

成就感，培养学生积极探索、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藏碉图片、PPT

教学过程：

一、导入聚焦

经过同学们自己学习、设计方案、动手实践相信大家都有很多所

得或者故事想要跟小伙伴们分享。接下来我们进入汇报展示环节。

二、制定标准

1、温习对碉的评价标准。

对藏碉成果的评价标准，我们已经早在制作之前就制定出来了，

大家一起来回想一下。（适时出示 PPT：依设计图施工；墙体牢固；

墙面平整；外观美丽等。）

2、讨论对汇报的评价标准。

先在小组内讨论怎么样才能做好汇报展示。

全班交流并适时提炼孩子们的讨论并得出评价标准：

（1）、全小组共同参与汇报；



（2）、联系自己的图纸和藏碉模型进行汇报；

（3）、表达清晰明了、语句流畅、讲清楚藏碉的力学原理和结

构特点；

（4）、能讲出在准备或者搭建过程中的小故事。

（5）、每个小组的汇报不超过 3分钟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明确对模型本身的评价标准，以及对汇报

展示的评价标准，以使下一步的汇报及评价有明确的针对性。）

3、各小组做汇报准备。

三、汇报及评价

1、各小组进行汇报

2、其他小组以刚才制定的标准，进行对藏碉模型的评价和汇报

的评价。

3、其他小组对汇报者提出自己的疑问或者建议。

4、评选出优胜者准备进行校际汇报展示。

（设计意图：在汇报组汇报之后，引导其他小组进行评价、提出

问题等，汇报组解答或者辩护，意在引导学生明确活动标准、学会这

种小组合作团结协作的学习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学生的思辨能

力、表达能力等。）

四、拓展

在我们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像藏碉这样值得我们展

开研究的事物？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以藏碉为点、为例，学会以科学探究的目



光看待周围事物。）

五、总结

通过这几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通过对整个活动课程的总结，深化出“小

组合作很重要、科学探究很有趣、传统文化了不起、周围事物有科学

道理”等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