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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教授舒尔曼提出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简称PCK.这是一种有效的教学知

识.在合作学习的教学环境中,教师自身学科教学知识具有极高的支配地位,教师以宏观调控者的角色控制课堂进度,

在各环节中进行有效干预.本文以“浮力”教学为例,结合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开展课堂合作学习展现物理教师P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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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教学的方法和过程是不

拘成法的.而课堂的教学效果将受限制于教师的个

体因素.PCK理论指出,教师具备良好的PCK是开

展有效教学的前提条件.随着教学改革的进行,我国

提倡在课堂中运用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学生不仅

仅是教学中独立的个体,也是在学习过程中进行交

流合作的团体成员.因此,这样的教学模式对教师们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联系PCK理论在合作式教

学过程中恰当处理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

关系,这值得我们共同的思考.

1 PCK在教学中的指导意义

20世纪80年代,时任美国教育研究会主席的美

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舒尔曼提出了他的关于学科教学

知识(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的概念,

简称PCK.舒尔曼将其定义为:是专门针对某一具

体学科具体要教的内容所使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

略,是教师所运用的最有效的表征形式、最有说服力

的类比、举例说明、图示、解释与示范.简而言之,就
是有关教师用学生能理解的方式将学科内容中的特

定主题内容表征出来的知识[1].教师对于知识具有

逻辑而又成熟的理解,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并非像

教师那样清晰而又系统.因此教师需运用PCK在与

学生的理解之间架起一道桥梁.

2 合作学习注入课堂活力

合作学习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兴起于20世

纪70年代初美国.经过40多年的理论与实践并存

的探究,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倡在课堂中运用合作学

习的教学策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合作学习中

心”(CooperativeLearningCenter)的约翰逊兄弟

认为:所谓合作学习就是“在教学中采用小组的方式

以使学生之间能协同努力,充分地发挥自身及其同

伴的学习优势”.国内的研究者杨明全认为“合作学

习指的是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来进行学习的一种学习

方式”.林生傅认为“合作教学是一种创新的教学设

计,目的是通过共同的活动,培养学生的团体意

识”[2].由此可以看出,各学者对合作学习提出的共

同点是:合作学习就是在教学上运用小组、使学生共

同参与以最大程度地促进自己以及他人的学习.
中学的课堂往往由于课时紧张,教学任务重容

易趋于知识的灌输,学生被动学习的模式.教师在课

堂间的两三个问题也许是最大的互动.作为认知主

体的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都始终处于被动地接受

知识的地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被忽视,甚至被压

抑.合作学习在整个物理教学过程中,常常是配合着

学生的自主学习、同学间的互相讨论、教师授课一起

构成课堂教学.同一年级的学生大致处于相仿的年

级,但他们的认知水平并不一致,他们具有独特的想

法.让课堂在集思广益、语言的交流、知识的补充环

境中进行,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让课堂“活”起来.

3 课堂教学案例

舒尔曼曾指出课堂的合作学习需要两个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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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第一,学习的基点;第二,明确学习目标.学
习的基点是指为学生创建一基础,在所有的学生之

间分享基础知识.学生原先的知识包括他们正确的

概念和错误的概念,他们已有的理解和理论,通过基

准点的课程,每一个人都差不多在同一个认识水平

上[3].学习目标的明确是为了让学生在合作的开始

阶段,大概知道学习中讨论的方向,以制定相关的合

作讨论方案.下面就以讨论桥墩是否受浮力这一问

题进行展述.
3.1 课堂引入 引发思考

教师在授课之前需在两点上掌握学科教学知

识.第一,教师需具备自己专业的学科素养;第二,教
师需了解学生,知道如何以学生们潜在性到达的方

式再次呈现他们的知识.课题选自沪科版初二物理

第九章“浮力”,在学习知识后,同学们具有以下基础

点:第一,理解浮力产生的原因;第二,知道如何计算

物体浸在液体中受到的浮力大小.在进入问题讨论

前,教师应帮助学生提取相关的知识.例如,教师呈

现几幅生活中常见的物体受到浮力的图片,轮船航

行,热气球升空.这样的画面可让学生在短时间内进

入课堂;让学生动脑思考列举身边有关浮力的现象.
加强了学生对浮力的感性认识,明白物理知识来源

于生活也运用于生活.此时教师提出一个常见的生

活现象但具有新颖性的问题:图示的桥墩是否受浮

力? 若水位上涨至A 点,桥墩是否受浮力? 展示如

图1所示的桥墩.

图1 桥墩实物图

3.2 组织课堂 展开讨论

问题一提出,学生表现出惊讶的表情.这与书本

上讨论的物体受浮力的现象不同.这也与生活中形

成的经验相冲突.片刻后,一部分同学开始小声讨

论,一部分同学盯着图片若有所思.有效的教学并不

仅仅是教师有能力呈现已有的科学知识.教师必须

知道如何在恰当的时候以有效的形式将问题转化为

学生可以明白的、让学习者以适当的形式在共同参

与的过程中对学习者的学习环境和建立科学的理解

产生意义.因此教师可将实物图简化呈现于黑板.如
图2所示.

图2 桥墩简化图

这时,教师抓住时机,为课堂创立合作学习模

式.第一阶段:教师将学生进行合理分组,将性别、成
绩、性格、能力等不同的学生分配到同一小组,成员

4~5人.做到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第二阶段:组内

成员分工.推选小组长、记录人员、纪律员、报告员;

第三阶段:小组明确讨论问题.问题一,图示桥墩是

否受浮力.问题二,水位至A点时,桥墩是否受浮力;

第四阶段:自主讨论.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要求

每位成员参与其中表达自己的观点.
此过程中,不同小组有不同的争论点.桥墩底埋

入淤泥中没有与水接触,没有产生上下压力差,因此

桥墩始终不受浮力;也有同学大胆猜想,桥墩的形状

有特点,受到浮力是否与它们的形状及方向有关.此
时,教师应该多听、多观察,并记住一些特别的观点或

是能进行适当干预,要发挥监控、协调、激发的作用,

让每个小组成员参与其中,使学生能在相互讨论的过

程中达到在已知和需要知道之间的差距上搭建桥梁.
3.3 共享成果 科学评价

这个过程包括3个环节.
环节一:分别让各小组报告员向全班阐述本组

的观点,教师将小组讨论结果呈现、归纳在黑板上.
尽管学生们的语言稍显稚嫩,或表达不清,甚至想法

不够全面,但这些都是他们的真实反映,积极思考的

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疑惑越多,讨论越积极,学生的

兴趣和求知欲就越大.从各小组的观点中归纳出相

似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如表1所示.
表1 各小组大致观点

小组名 小组观点

A组
 桥墩底部埋入河底,没有水,因此不受浮
力,水位至A 点时仍不受浮力

B组
 桥墩底部虽然埋入淤泥中,但由于桥墩形
状的特殊性,当水位上涨至A 点时,它可能
会受到浮力.只要不是规则柱体

(下转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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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有着良好的重合度.

在本实验中,玻璃板的宽度a=0.16m,金属丝

的直径 D =0.0007m,表面张力系数σ=0.072

N/m,水在玻璃板上的接触角θ=35°,水的密度ρ=

1000kg/m3,重力加速度g=9.8m/s2.将上述数据

代入式(6)可得,比例系数的理论值为n=2.75×

10-3m2.

几何画板中坐标系的默认单位长度为1cm,在

此坐标系下的比例系数测量值为n′=26.90cm2.

比较比例系数的实验值和理论值可得,比例系

数测量值为理论值的0.978倍.在误差允许的范围

内,比例系数的理论值与测量值相互吻合.

4 结论

两块长方形玻璃板一侧并齐,另一侧夹一细金

属丝,可以组成楔形结构,用于毛细现象的实验演

示.毛细现象发生时,液面提升的高度与缝隙的宽度

成反比,楔形玻璃板间的液面曲线是反比例函数曲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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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二:教师引导,达成共识.从环节一中可以

看出各小组讨论的结果不一样,观点发生了分歧.教

师作为合作讨论课堂的宏观调控者,在未到达共识

之前,师生需有一次共同讨论.教师需将知识内容以

学生可以理解的方式被学生接受,去验证观点的对

与错.在教师引导的过程中需注意,尊重学生的想

法,不能直接给出结论,可采取物理教学中建模法、

类比法、理论分析法等,将抽象的知识具体化.

环节三:教师评价总结.合作学习出发点是达成

集体目标的同时实现个人目标.因此,进行小组合作

学习评价时,教师要把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结合起

来评价,把对小组的集体评价和小组成员的评价相

结合.因此这个过程需要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相结合.促进学生更关注合作学习,发展合作学习的

精神.学生还需在教师的引导下共同分析,形成科

学、统一的观念,以纠正学生的错误前概念.

4 总结

当学生运用知识处理生活中的问题时,他们需

要重新构建相关的先前知识.通过讨论共同参与,教

师可以帮助学生确定和重组相关的先前的知识.同

学之间的讨论可以让学生知道自己思考欠缺之处.

教师和同学之间的讨论建立一种适当的引导,学生

可以检测他们的观点或知识的正确性.而这所有的

教学过程,都需要教师做宏观调控.因此,教师自身

的学科教学知识具有极高的支配地位.简而言之:小

组合作学习的课堂结构:成员独立思考 — 组内交流

学习 — 组间分享成果 — 师生统一讨论.这种互动

模式,改变了传统集体教学的师生单维交流,教师利

用自身的PCK知识调控课堂进度,准确沟通,相互

支持,建设性地解决观点冲突,这是保证合作学习高

效运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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