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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物理教学倾向于题海训练,其结果却事与愿违,在于教师缺乏“情景”意识,而情景式教学可以将

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融于具体的情景与实践中.本研究着手于教师“教”和学生“学”,引入具体的对情景教学

法的实践操作,如采用语言描述、实验操作、多媒体还原、头脑风暴想象、教材细节突破等方法,变学生“机械接受”

为“主动思考和实践”,以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融合,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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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物理教学倾向于题海训练,教师讲得多,

最终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其主要原因是教师缺乏“情
景”意识.经过问卷调查发现,许多学生不知道“情
景”的具体涵义.这就说明,教师的物理教学没有完

全融入到生活之中.学生机械地接受教师讲授的物

理概念.若让学生用其所学分析实际问题,能做到这

一点的人只占少数.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应改进教学

方法,将“情景法”融于具体的教学实践之中.通常

可以采用如下方法进行情景教学.

1 语言描述 呈现虚拟情景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听评书时,

大脑中往往会出现与故事情节相关的“图画”,这些

“图画”其实就是故事“情景”.当不同情景在我们的

大脑中连续出现时,我们就会沉浸于故事情节之中,

体会主人公的喜怒哀乐.由此可以看出,情景可以激

发人思维的火花,使我们的大脑变得活跃、变得灵

活.这种用语言描述情景的方法在物理教学中同样

适用.使用这种方法时教师应先描述物理情景,然后

再讲解物理规律.教师把物理情景完全展现给学生之

后,应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总结情景中隐含的物理

规律.最后师生互动,一起总结课堂中所学的知识点.

2 实验操作 创造真实情景

实验法是物理教学中常用的方法之一.通常为

了探究物理规律,在必要的情形之下,教师可引导学

生进行实验操作.事实证明,学生在做实验的过程中

其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均能得到快速提

升.如讲授摩擦力时可以通过实验法分析相互接触

的物体之间的摩擦力:将一本书放在水平桌面上,用
力拉桌子,没拉动,桌子仍处于静止状态,试分析书

的受力情况? 许多同学面对此问题往往束手无策,

不能清楚地分析书的受力.究其原因,大多数同学都

有纸上谈兵之嫌,仅仅“苦想”,没有动手进行实验操

作.实际上,我们可以直接做实验观察书的受力,身
临其境,具体操作如下:将一本书静置于水平地面

上,观察书的受力,容易得知物体只受重力和支持

力.完成该操作之后,将书从地面上拿起置于水平桌

面上,并用力拉桌子(桌子仍静止),观察上面的书,

不难看出,其受力情况跟在水平地面上相同.由此我

们可以总结实验现象:如果一个物体相对于地面处

于静止状态(表面水平),放在其上的任何其他物体

的受力情况均与放在水平地面上相同.我们可将此

方法称为“等效水平地面法”(同理:若桌子匀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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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原理相同).
可见,实验教学法是较好的教学方法,教师在讲

解疑难知识点时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实验操作,以取

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通常,这种小实验在物理教学中

操作方便,可以就地取材;如果没有器材,教师可以

带领学生自做实验器材,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生

不但可以学到物理知识,还可以将学到的知识应用

到生活实践之中.

3 多媒体播放 呈现真实情景

以前,也有许多教师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但最

终结果往往令人失望.教学研究证明,学生在多媒体

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更容易遗忘.面对此困境,许多教

师感到束手无策.笔者在十几年的教学中也遇到过

类似情况,也曾为此大伤脑筋.后来多次访谈学生和

其他教师,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多媒体教学不仅

仅是让学生观看“影片”,关键是让学生参与到教学

情景之中,可以边看边思考,如果方便,可以进行实

验操作,手脑并用.教师应适当提问学生,激发学生

的求知欲,让学生的思维在物理情景中“动”起来,

产生灵感,悟出物理的基本规律.

4 大脑想象 塑造虚拟情景

在实际物理教学中有些理论无法用实验验证,

此时,我们可以发挥大脑的想象力,虚拟物理情景.
事实证明,学生大脑中的“情景”对新知识的建构有

促进作用.此时,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一定的素材,

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继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总结

物理规律,获得相应的知识,改善其认知结构.举一

个例子,如讲授电场的概念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

行大胆的想象:在真空中有一个带正电的场源,让电

量远小于场源的正试探电荷慢慢远离场源,由于同

性电荷受力相斥,试探电荷会受到向外排斥力,不难

想象,该电荷离场源越远,受力就越小.此时,可以提

问学生:电荷远离场源,其电场力逐渐变小的原因.
学生一般容易回答:远离场源,电场强度减小,电荷

所受电场力就减小.最后师生互动,总结出结论:点
电荷场源电场的特点 ——— 场源电荷量越大,其周围

各点的场强就越大;远离场源,各点场强不断减小;

试探电荷受到的电场力跟空间场强和自身电荷量有

关,即由两者乘积所决定.

5 挖掘教材细节 还原事物情景

教师讲授物理教科书中的每个知识点时可以尽

其所能,充分使用情景教学法,让学生的思想融入物

理情景之中,在情景中熟悉物理现象中的规律,初步

了解各知识点的含义.最后在下课前,教师引导学生

发挥想象力,运用“情景”把课堂内容串联起来.实
践证明,“情景法”是最适合高中学生学习的学习方

法,同时也有利于物理教师的教学.教师应用情景教

学法可以把教科书中的间接经验转化为学生的直接

经验,然后学生利用直接经验总结物理规律,从而有

效地完成物理学科的学习.正如心理学家布鲁纳所

说:“教师要为学生提供一定的材料,创设问题的情

景,引导学生独立地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中发现

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规律,获得相应的知识,形成或改

造认知结构的过程.”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重

要启示:
(1)教学是围绕某个问题的情景展开的.教师

在课堂教学时要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在

情景中思考,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悟出物理现

象中的基本规律.
(2)在物理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在物理情景

中发现问题.学生发现问题就会产生求知的欲望,促
使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个教学过程中,

教师起引导的作用.
(3)教学组织形式应灵活化,要最大限度地发

挥学生在情景学习中的创造性和主体性,培养学生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只有具备了这个能力,才
能深入了解物理规律,才能学以致用.

6 研究考题 还原事物情景

以往,许多教师进行习题课教学时仅仅关注解

题方法的灵活运用,却忽视对考题中知识点的挖掘.
如果学生没有掌握知识点,给学生再好的解题方法

也是无济于事的.与其这样,不如让其挖掘试题考

点,换一个新的角度研究考题.具体可以进行如下操

作:根据试题答案总结考题涉及的知识点 — 针对每

个知识点创设物理情景 — 思想融入情景之中 — 在

情景中思考问题 — 师生互动并讨论解决问题的方

法 — 教师总结知识点并讲解知识点的涵义 — 学生

重新研究原来的试题 — 找出考题与教科书间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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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理核心素养提升的教学设计
——— 以人教版“自由落体运动”为例

任浩军
(浙江省上虞中学  浙江 绍兴  312300)

(收稿日期:2018 06 11)

摘 要:以“自由落体运动”为例,指出传统教学设计存在“轻学情和轻过程”的不足,并从物理核心素养的视

角,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新加工组合,使教学过程更切合知识序(教材)、教学序(教师)和认知序(学生).
关键词:自由落体运动  物理核心素养  教学优化

  人教版教材将“自由落体运动”作为匀变速直

线运动的实例放在本章靠后位置,先通过牛顿管实

验探究不同质量的物体下落的快慢情况,再利用打

点计时器研究重物下落的运动性质并建立重力加速

度概念,最后推导自由落体运动的规律并在“反应

尺”活动中应用和拓展.本节课虽然知识内容较少,
但却是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和实验探究能力的好

载体,非常好地检验了把以生为本的理念落实在教

学中的“成色”.然而在实际教学中,不少教师并没有

从学情出发对教学过程进行合理设计,10几 min就

将知识讲完,然后就是巩固练习,俨然是一节规律

课.有鉴于此,笔者对“自由落体运动”的教学过程

进行了重新建构,为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和培育

学生的物理学科素养做了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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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例1】在场强E=104N/C的水平匀强电场中,

有一根长l=15cm的细线,一端固定在O 点,另一

端系一个质量m=3g,电荷量q=2×10-6C的带正

电小球,当细线处于水平位置时,小球从静止开始释

放,g取10m/s2.求:
(1)小球到达最低点B 的过程中电势能分别变

化了多少?
(2)若取A点电势为零,小球在B点的电势能、

电势分别为多大?

图1 例1题图

此考题涉及到了“电势和电势能的概念”,许多

学生难以理解“电势的概念”.
我们可以将电场与重力场类比,高一时学习重

力场时我们已经知道:沿着重力场的方向高度越来

越低,我们可以将地理位置的高度称为“地势”.由此

不难看出“势”就是“高度”的意思.笔者在物理课堂

教学中进行了尝试,将“电势”的概念重新进行了定

义:“电势”相当于电场中的“高度”,沿着电场线的

方向“高度”越来越低.由此也可以理解“电势差”的

含义:电场中两点间的“高度差”(容易理解其与试探

电荷无关).讲授电势概念之后,又引出了电势能,

即:电荷在电场中具有的“势能”.如此,教学将取得

事半功倍的效果.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不同的情景产生不同的

教学效果,但多种情景法是相辅相成的.教师的教学

应多法并举,兼容并包,如此,教学的深度才能提升.
本文的研究成果是笔者多年努力的结果.虽然研究

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有不足之处,望广大师生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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