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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课程标准中提倡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让学生乐于探索,勤于动手,善于发现”.随

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物理课堂要让学生“活”起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要被调动起来,才能在对问题的积极讨论中

迸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智慧火花.这就需要创建互动的课堂讨论情境,问题的设置要有针对性,同时关注学生的个

体差异,处理好独立思考与小组讨论的关系,并及时指导,鼓励总结,才能为沉闷的课堂注入一股活水,满目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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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已提了多年,但
当我们聚焦课堂讨论中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真实

地走近、触摸它时,却发现了一些隐藏在“宽松热

闹”“自主讨论”等眩目光环下的“杂乱”与“浮躁”.
因此,如何处理好表面的“活”与实质的“乱”就显得

尤为必要.

1 把握契机 创设情境

宽松和谐的氛围与师生情感的投入是学生主动

参与的外部条件,是学生学习和个性发展的良好土

壤.教师应根据教学目的的需要,营造出某种认知情

境和情感氛围,用以调整学生的心理,形成参与欲

望,使学生急于参与、乐于参与.在教学“天体运动”

一课时,一个学生提出了质疑:“老师,近地卫星和地

球赤道上的物体随地球做圆周运动的轨道半径都近

似等于地球的半径R,为什么赤道上的物体和近地

卫星的线速度、向心力和周期不同呢? ”一石击起

千层浪,这不是讨论的最佳契机吗? 在表扬了这个

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后,笔者趁势组织学生就这个话

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的学生说线速度不同是方

向不同;有的说不但线速度方向不同而且大小也不

同;有的说赤道上的物体是随着地球一起自转的;有
的说周期不同是因为赤道上的物体随着地球一起自

转,所受的万有引力没有都用来充当向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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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为2R,R,随着圆盘角速度的增加,哪个物块先发生

滑动? 如图6所示.

图6 物块随圆盘转动

投影展示学生的推导过程,教师对解题过程作

出规范,并通过实验验证推导结果,改变A,B两物

块的位置,再次实验,还是半径为2R的物块先飞出,

与质量无关,符合预期.最后让学生对“大转盘”类

冲关电视节目(图7)选手提出建议.

图7 冲关“大转盘”

分析与点评:培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意识.
圆盘上物块的运动是典型的水平面上的匀速圆

周运动,作为选考复习,学生对此类问题应该熟练掌

握.教师通过设计实验加以验证,创设科学探索的情

境,学生经历理论推导和实验观察,多角度体验圆周

运动规律,丰富了感性认识.让学生的知识结构建立

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重组和改造,帮助学生知

识的同化和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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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的交锋中,在思想的碰撞里,学生们畅所欲言,

诠释独具慧眼,精彩至极,逐渐接近真理 ——— 力是

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2 巧妙设题 凸显重点

由于课堂讨论是将原本由教师被动灌输教学内

容转向学生主动积极地渴望获取,因此教师应根据

教学内容、课堂教学目标和学生实际能力,巧妙地设

计问题.如教学“超重和失重”一课时,教师可设计

讨论话题:“在竖直方向上物体的匀变速运动状态有

几种可能,请举例并列表呈现.”先分组讨论,再进

行交流.问题的设置,可由学生提出,不过,讨论的问

题一定要有探讨价值,切莫贫乏、深奥,力求做到

“精、趣、活、疑”,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在

互相讨论验证的过程中求得真知,而且记忆弥深.

3 关注差异 激发潜能

物理课程标准指出:“思考分析是学生的个性化

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

由于学生之间的阅历、经验、水平等参差不齐,因而

对一个问题的思考角度、深度、范围很可能有差距.
所以,教师要鼓励学生对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力争让

每个人都品尝、体验讨论的乐趣.如教学“库仑定律”

一课时,笔者让学生展开讨论:“对于两个带电质点,

两个不能看成质点的带异种电荷球体或两个带同种

电荷球体间的库仑力各有什么不同? ”有的说 “库

仑定律只适用于质点,不适用于两个球体”;有的说

“可以适用于一个质点和一个球体”;有的说“也可以

适用于球体,只要这两个球体体积对静电力的影响

可以忽略就可以”;有的说“两个同种电荷的球体和

两个异种电荷的球体,在球体表面电荷分布不一样,

同种电荷相互排斥,分布的距离较远,异种电荷相

吸,分布的距离较近”…… 此刻,这是学生个性张

扬、思维火花迸发、能力形成的过程,教师要慧眼独

具,适时加以整合,力求让每一位学生都得到不同程

度的发展,激发他们的潜力,有不同程度的收获.

4 思考讨论 先后有序

在课堂教学中常会遇见这些现象:教室里嗡嗡

声一片,几人一小组围在一起,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小组中只有一人在唱“独角

戏”,其他人当听众,没有学生间的互动;教师一提出

讨论的问题,学生迫不及待地马上展开交流,没有充

裕的时间独立思考,没有深刻的思维过程,有些学生

“钻空子”,反把此时当作玩耍的最佳时机 …… 课堂

从表面上看热热闹闹的,但热闹的背后更多的是放

任、随意和低效.针对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我们有必

要对课堂讨论进行研究,寻求提高主体参与有效性

的对策,从而构建高效课堂.
学生在对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后,有了疑问才会

产生互相交流、质疑、解惑的欲望,这时展开的讨论

才是有价值、有成效的.因此,在讨论之前要先让学

生独立思考,等每个学生都有了初步的想法后再进

行探究、交流,共同解决问题.这样做可以给不爱动

脑思考或学习有一定困难的学生提供进步的机会,

对提高这部分学生的学习能力是有帮助的.如果时

时讨论、时时探究,就会使人产生厌倦的心理.久而

久之,学生的自学愿望便会大大削减,会收到适得其

反的效果.

5 及时指导 鼓励总结

教师要组织好学生讨论、学习,发挥其自身“导”

的功能.讨论中,教师不能袖手旁观,要一一巡视,加
强辅导.学生讨论离题时,要及时引导;学生讨论有

困难时,及时给予提示;学生讨论答案基本明确时,

设法从更宽、更深的角度探讨和反思,同时掌握好各

小组讨论情况,以便更好地调控整个课堂教学.学生

讨论后,需要进行一些激励性的评价,可以评出“力
学之星”“电学之星”等称号,促进其更努力地提高

自己,对于其他学生,也能产生一种榜样的力量.评
价时,既要对学生个人的表现进行鼓励和肯定,更要

侧重于对小组的表现进行评价.除了对小组学习结

果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外,更要注重对学习过程中

学生的合作态度、合作方法、参与程度的评价,要更

多地去关注学生的倾听、交流、协作情况.
主体参与有效性的课堂讨论不是把课堂讨论的

目的完全定位于得到某种结论,也不是把主动发展

的主体控制为可批量生产的实用产品.它期待讨论

中精彩的过程,期待动态的交流中生成“师生生命活

力”.无疑,那样的物理课堂才是充满生命成长气息

的地方,才是真正活力四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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