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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光的偏振”一课为例,以问题为主线,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探究.在教学环节中教师依据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合理地设计问题,以引导学生探究的科学性,调动学生课堂积极性的同时达到真正的探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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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理念

新课程标准提倡学生通过主动探究来获取知

识,使学生知识的获取不再单纯地依赖于教师的讲

授,因此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探究性教学越

来越受到重视.基于问题的探究式教学是一种教与

学相互统一的过程,注重情境创设与开发、问题的提

炼、科学方法的指导,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主线,在
教师创设的特定物理情境中设计问题串起整个课

堂.其有效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知识的自主

建构,能够促进有意义的接受学习;二是教学过程的

生成性,促使学生学习的过程和结果融为一体,从而

提高教学效益[1].探究式教学特别强调问题在学习

活动中的重要性.教师是问题的发起者,学生是问题

的思考者和探究者.教师依据教学目标,围绕课堂主

体,合理把握物理问题的深度、广度,层层递进、循循

善诱,引领课堂.
本文以“光的偏振”一节课为例,针对每一个教学

目标设置对应的问题,课堂教学中依附演示实验和探

究实验,让学生经历知识获取的过程,在过程中学会用

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以期更好地完成课堂教学目标.

2 教学目标

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在教学过程中以“知识与

技能”为主线,体现“过程与方法”,渗透“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本节教学目标制定如表1.
表1 三维目标

知识与技能

(Knowledge)

(1)知道横波、纵波的定义;
(2)知道什么是偏振现象;
(3)知道横波具有偏振现象;
(4)知道自然光的定义并能画出其图示;
(5)知道偏振片的特性;
(6)知道自然光通过偏振片后可以形成偏振光,但光强减半;
(7)通过观察自然光通过两个透振方向相互垂直的偏振片后出现消光现象,得出光波是横波的结论;
(8)能用关于偏振光的知识解释立体电影、偏振眼镜等应用

过程与方法

(Process)

(1)学会运用图示法画出纵波和横波;
(2)学会运用类比法设计探究实验,检验光波是一种横波;
(3)经历探究光的偏振现象的实验过程,学会设计实验、观察现象、分析数据、归纳结论的科学探究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Emotinal)
(1)对探究三维立体电影、偏振眼镜的光学原理产生浓厚的兴趣;
(2)乐于运用所学有关偏振的知识去解释生活中的偏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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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每一维目标用一字母代替,每一维目标对

应的项用变量i表示,即K(i)表示知识与技能维度,

P(i)表示过程与方法维度,E(i)表示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目标维度,i取正整数1至9.

3 教学过程设计

3.1 基于问题的目标实现流程图

教学过程分以下5个环节(见图1),贯穿整个教

学过程的问题用Qi表示.

图1 基于问题的目标实现

3.2 教学过程

3.2.1 导入新课

学生回顾看过的3D电影《阿凡达》,教师提出问

题,“摘掉眼镜后为什么屏幕图像出现重影? ”

意图:本环节利用情景兴趣,激发学生探究问题

的动机,导入新课,实验目标项E(1).

3.2.2 复习旧知

教师引导:振动是许多质点联合起来表现出的

周而复始的运动,振动在介质中的传播即称为波,分

为横波和纵波两种.

Q1:横波、纵波在传播方向与振动方向的关系

上有什么不同,并用图示表示出来?

学生活动:学生说出横波上各点的振动方向与

波的传播方向垂直,纵波上各点的振动方向与波的

传播方向平行,并画出图2,图3,实现目标项K(1)、

P(1).

图2横波图示          图3纵波图示

3.2.3 演示实验

教师活动:通过多媒体展示纵、横波演示实验

(软绳、弹簧、带狭缝的木板),图4[2].

图4 纵横波通过带有狭缝的木板的实验图

Q2:横波、纵波的振动方向与狭缝放置方向存

在怎样的角度关系时,波能通过木板传播到木板之

后?

学生通过观察狭缝的方向与纵、横波振动方向,

回答教师问题,不论狭缝怎样放置,纵波都能通过.
只有狭缝的方向与横波振动方向相同的时候,横波

才能通过.
教师归纳:(1)像横波这种振动方向对于传播

方向不对称性的现象叫做偏振现象;(2)横波具有

偏振现象,而纵波没有偏振特性.
意图:偏振现象的内容比较抽象,由于学生前置

知识的干扰,难以从旧知识中抽象出光的偏振概念,

通过多媒体展示纵波和横波通过狭缝的演示实验,

帮助学生理解偏振概念,实现目标项K(2)、K(3).

3.2.4 探究实验

(1)提出问题

教师引导:光也是一种波,它是横波还是纵波

呢? 我们肉眼观察不到光波的振动,无法根据横波、

纵波在传播方向与振动方向的关系判断出光波是横

波还是纵波,我们能否从横波、纵波通过狭缝的实验

得到一些启发,来探究光波到底是什么波?

(2)进行假设

Q3:根据纵、横波的区别,假定光波是横波会有

怎样的现象?

学生很容易想到,如果光波是横波会产生偏振

现象,若是纵波则不会,猜想可设计类似机械波中的

偏振实验来探究光波是横波还是纵波.
(3)设计实验

教师活动:取出偏振片给学生观察,如图5.
教师讲解:偏振片是一种特殊的光学实验器材,

具有一个特定的方向,叫做透振方向,图5中指针的

指向即偏振片透振方向.偏振片镶在中间开有圆孔

的环形支架上,可绕其轴心转动,支架上标有刻度,

旋转时方便读出角度.只有振动方向与透振方向平

行的光波才能通过偏振片,偏振片虽看不到狭缝,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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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光波的作用就相当于狭缝对于机械波的作用.

图5 偏振片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组装实验仪器,用一个偏

振片进行实验,如图6.

图6 一个偏振片实验图

Q4:不放偏振片和放置一个偏振片你观察到光

屏上的现象有什么变化?

学生依据观察现象进行回答,放置偏振片后屏

上光强变暗.
教师引出自然光:普通光源发出的光,包含着在

垂直于传播方向z的平面上一切方向振动的光,并

且沿各个方向振动的光强度相同,这样的光称为自

然光,见图7(a).在垂直传播方向的平面内,可将光

投影到两个互相垂直的方向上,用图示表示如图

7(b)所示.

图7 自然光及其图示

Q5:入射光是自然光,根据偏振片的特性和图

7(b)请你推理,放置偏振片后透射光的强度与入射

光的强度有什么关系?

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推理,因为自然光可以分

为任意相互垂直的两列光,通过偏振片后只有与偏

振片透振方向平行的光通过,与透振方向垂直的光

被吸收,因此透射光光强减半.
教师归纳:自然光经过偏振片后只剩下与偏振

片透振方向平行的光,这种光具有偏振特性,称为偏

振光,如图8所示.

Q6:根据图7(b)和图8可推断光波是横波时透

射光强才会出现变弱的现象,怎样进一步验证透射

光波就是横波?

图8 自然光通过一个偏振片的原理图

学生根据教师的提问,小组进行讨论,猜想再加

一个偏振片,尝试利用光的偏振实验装置自己动手

操作,并记录实验现象.

Q7:如果光波是横波,你能观察到什么样的现象?

学生回答:如果透过第一个偏振片P的光波是

横波,旋转第二个偏振片Q,使两偏振片的透振方向

垂直,透过偏振片Q后的光强几乎为零.

Q8:用两个偏振片进行实验时,两偏振片的透

振方向成什么角度时屏上的光强最亮,什么角度时

光强最弱?

学生根据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回答,两个偏振片

透振方向平行时透射光最强,两偏振片透振方向垂

直时透射光最弱,几乎为零,说明了光波就是横波.

Q9:如果透过偏振片P的光波中含有纵波,再

经过与其透振方向相垂直的偏振片Q,会出现光强

为零的现象吗?

学生回答:如果有纵波,不论偏振片透振方向怎

样放置,纵波都能透过,所以不可能含纵波[3].
(4)分析结果

教师总结:如图9,自然光通过第一个偏振片P
后,只有振动方向和P的透振方向平行的光波才能

通过,偏振片P的作用就是由入射的自然光获得偏

振光,我们把它叫做起偏器;再通过第二片偏振片Q
去观察,只有两个偏振片透振方向平行时,透射光最

强,两偏振片透振方向垂直时,透射光最弱,即出现

消光的现象,偏振片Q可鉴别是否是偏振光,所以

又叫检偏器.

图9 光的偏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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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得出结论

上述实验表明,光波是一种横波.

意图:此环节是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学生应用

偏振片类比机械波中带有狭缝的木板,亲身经历探

究过程,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自然光的知识较抽

象,教师借助自然光的图示,运用科学的物理语言进

行讲解,体现教师的导学作用.高中阶段的学生对物

理基本思想--类比思想和科学探究过程有一定的

认识,学生具备了基本的观察、分析、归纳能力,学生

在保持原有好奇心的同时,个体思维更加抽象化,能

根据假设和教师的引导进行各种逻辑推理,将自然

光和偏振现象的知识进行迁移运用,促使其新知识

网络的建构,实现目标项K(4~7)、P(2~3).

3.2.5 拓展应用

教师回顾课堂引入的问题,讲解立体电影的原

理,与学生一起探究下面3个问题.

Q10:为什么在摄像头前加入偏振片拍出的照

片会更加清晰? 见图10.

图10 左图不加偏振片,右图加偏振片

Q11:镜片是偏振片的太阳镜和普通的有色玻

璃片相比有什么优点?

Q12:为什么要在液晶显示器上加入偏振片呢?

  意图:知识应用不是生硬的讲解,通过和学生

一起探讨生活实例,寓教于乐.学生运用光的偏振的

知识去解释生活现象,达到了学以致用的目的,同时

也体现了“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理

念,实现目标项K(8)、E(2).

4 教学反思

本节课设计过程中教师以问题驱动学习,逐步

引导,让学生在其指引下主动解决问题、形成方案、

自主探究.要使学生更好地达到在知识与技能、过程

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方面获益的目标,促进

学生主动构建知识体系,还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专

业技能知识和教育实践知识,运用问题策略,将自己

所讲的知识与学生已有的知识建立联系,创设物理

情境,让学生在观察和体验后有所发现,促进学生思

维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还应注重教会学

生知识迁移的方法,让学生在积极探索的学习情境

中学会对课堂上所得的知识进行融会贯通,达到良

好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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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structionalDesignonPolarizationof
LightBasedonExploring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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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ispaper,takethepolarizationoflightasanexample,issuesasthemainline,inspirestudentstothink,

guidethemtoexplore.Inteachinglinks,teachersbasedonteachinggoal,contentofreasonabledesign,toguidethe

scientificityofstudentstoexplore,mobilizetheenthusiasmofthestudentsatthesametimeachievetrueinquiry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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