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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认知冲突,激发学生的学习内驱力,教师应该激活学生在学校、在课堂的积极心理反应过程,通过

采取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有意地调节、控制有益的积极心理反应过程,促进学生的探究内在驱动力,引导他们进入

到“愤悱”状态,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物理核心素养,从而达到优化课堂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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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冲突是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与所学新知识

之间无法包容的矛盾.学生在学习新知识之前,头脑

中已经有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原有认知结构,在学习

新知识时,学生总会试图用原有的认知结构来同化

新知识的理解,当用原有认知无法解释新知识或新

现象时,认知冲突便随之而发生.此时,学生会迫切

希望找到矛盾的根源,从而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愤

悱”状态随之发生.
“愤悱”二字来源于孔子在《论语》中的一句名

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按宋代理学家朱熹解释

则是:“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状也;悱者,口欲言而

未能之貌也.”用现代认知科学的语言来说则是:

“愤:心里想求通而又未通,就是学生对某一思维碰

撞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

心理状态;悱:想说又不知道怎么说,是学生对某一

客观现象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

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当学生

处“愤悱”状态时,他们的探究欲望是最强烈的,此

时只要从旁引导或激发,便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见,教学过程中,愤悱状态对学习动机的推动具有

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认知冲突是促进愤悱状态发生

的原动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内驱力,从而将学生的学

习引向纵深方向,可以更好地优化物理的实验课堂.

下面笔者就以具体的教学案例进行分析,谈谈自己

的看法.

苏科版《物理》8年级上第四章第4节是“照相机

与眼球,视力的矫正”,学生是在学完凸透镜成像规

律之后再进行本章学习的,以往常规的教学就是把

照相机与人的眼睛进行类比,让学生知道,照相机和

眼睛在很多地方是类似的,比如胶片相当于视网膜,

镜头相当于晶状体,接着再告诉学生视力矫正的方

法,教师一般通过演示实验或者课件讲解如何进行

视力的矫正.按照这样的流程进行授课,学生容易接

受,教学过程也比较顺畅,效率也较“高”.但实际上

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脑子仅仅像一个容器

一样被动的灌满,整个教学过程几乎没有“为什么”,

而只有“嗯,原来如此,知道了”.这样的课堂,看似按

部就班,井井有条,实则并没有培养学生的思维.针

对以上不足,笔者重新设计这节课,从一个认知冲突

出发,使学生进入“愤悱”状态从而激活学生的思

维,实际实施以后,效果不错.

引入设计步骤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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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照相机与眼球,视力的矫正”课堂引入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说明

 创设情境对比视力,引发思维冲
突

 活动:视力检测

 让裸眼视力好的学生与视力不
好的学生(裸眼)读屏幕中的视力
表.
 再让视力不好的学生戴上眼镜
再读视力表.

 引出问题:佩戴眼镜怎么会起到
这么好的效果?
 接着让视力好的学生戴上眼镜
再读视力表.
 继续追问:会不会效果更好?

 学生对比读视力表

 学生回答(提高视力)

 学生开始激烈争论(认知冲突,
进入“愤悱”状态)

 创设情境,让学生在轻松熟悉的
氛围中进入本课,并引出问题.

 创设认知冲突伏笔 ———“已知”
和“未知”.
 学生的“已知”——— 戴上眼镜可
以提高视力.
 学生的“未知”:眼睛好的同学戴
上眼镜视力反而下降?

  在这种急于想知道原因的情感因素驱动下,学
生迫切地希望通过探究来解决这一冲突 ——— 眼镜

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笔者顺势给了学生眼球模型的

磁贴拼图,学生热烈地开始讨论,通过小组合作的方

式很快就将眼球模型简化为凸透镜成像模型,如图

1所示.

图1 眼球模型简化为凸透镜成像模型

  在这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中,全班学生几乎

没有任何障碍地轻松越过.都抓住了问题的重点进

行讨论! 而个别的、非本质的方面、属性与关系(如
巩膜、玻璃体的作用)几乎都不讨论,直接就舍弃

了.这样的效果,在过去传统的教学中是无法达到

的,过去总会有学生来问,眼球的构造那么复杂,为
什么我们只研究晶状体呢?

其实细想起来,之所以出现这么好的教学效果,

就是因为学生进入了“愤悱”状态,这是认识上的一

种困惑状态,即似懂非懂,有所知又非全知,而且学

生对于眼睛的构造又有强烈的探究欲望,在这种状

态下,学生清楚知道要研究什么,重点要探究什么,

所以学生才会明晰地知道怎么做.即使有部分学生

在探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卡壳,在这么热烈的“愤
悱”状态下,小组之间会主动协调建立互助关系,很
快就突破了障碍点,让笔者深刻地感受到被充分激

活思维的学生当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笔者接着又

顺势给每组学生提供了凸透镜成像实验器材(其中

每组一共有3个凸透镜,分别标注长焦距、短焦距、

中焦距)、可调节焦距的水透镜.然后笔者用PPT给

学生展示了如图2所示的一个问题,让学生进行分

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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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问题展示

  令人惊讶的场景出现了,在这个探究活动过程

中,学生不仅很快就画出了正确的光路图,另外还有

3组学生(全班共15组)居然嫌老师讲得慢,主动要

求一名表达能力较强的男生,直接将近视眼、远视眼

的成因连同矫正方法一起都讲了出来.有趣的是,学
生并没有把近视眼、远视眼分开来研究,而是打包为

一个整体! 他是这样描述的:“之所以出现远视眼和

近视眼,其实原因都是一个 ——— 晶状体变形导致像

没有成在视网膜(光屏)上而已.因此,矫正的方法

也很简单 ——— 把晶状体还原就可以把像调节到光

屏上了.”学生给出的方法也很具体,佩戴对应的眼

镜,近视眼戴凹透镜,远视眼戴凸透镜(学生的解释

是相当于两个透镜进行组合,近视眼加凹透镜相当

于把原来变厚的晶状体变薄了,反之远视眼加凸透

镜等于把原来变薄的晶状体变厚).从学生表述中可

以看出,学生并没用按照教师的传统思维 ——— 从光

线发散或者汇聚的角度来表述近视(远视)镜片的

作用,学生是用质朴的等效思想,使得思维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认知 ——— 他们认为正常眼镜的晶状体是

不厚也不薄的,因此只需要把变形的晶状体“修好”
就行了.这样朴素的课堂生成完美地体现了一种质

朴的教育思想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笔者非

常的感慨,教学有时真的是“大道至简”.在整个教学

环节中,教师没有生硬的灌输,但由于设计了一个巧

妙的认知冲突,完全激活了学生的求知欲,通过学生

真正的自主探究,使得学生认识由感性上升为理性,
由具体变为抽象,形成一次认知的飞跃.给笔者的启

示是:教师应该激活学生在学校、在课堂的积极心理

反应过程,通过采取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有意地调

节、控制有益的积极心理反应过程,促进学生的探究

内在驱动力,引导学生进入到“愤悱”状态,从而达

到优化课堂教学的目的.
成功的教学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

内因,自觉地启动思维的闸门.在引入过程中设疑诱

思,其实质就是用悬念感来引发学生的思维.在适当

的时机合理预设一个学生能够通过探究解决的冲

突,如本节课一开始的认知冲突 ———“近视眼镜不

是可以提高视力么? ”犹如磁铁吸铁一样,能牢牢

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把学生引导到“愤悱”之中.
不难看出,孔子强调的“愤悱”状态,是一种情绪高

涨、兴趣盎然、全神贯注、苦思冥想、欲罢不能、神经

系统高度兴奋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下所迸发出的

强烈的探求欲望和表达欲求,是学习、思考的动力和

前提.
纵观这节课的整个教学过程,学生把寻找矫正

视力的方法作为满足自己的渴求,那么他们对学习

这个物理知识就会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

望.心理学家指出:探究的欲望是推动学生进行研究

活动的内部动因.这就是说学生的探究欲望一旦被

激发,就会对研究活动感兴趣,激发学生的探究欲

望,积极地去探求其中的道理,学生不再是一个简单

“容器”,而是学习过程的主动参与者与践行者、认知

过程的探索者.通过有效积极的探究活动,在学生原

有认知结构的支持下,通过分类(近视、远视)、抽象

(看不清的原因)、等效(视力的矫正就是将晶状体修

好)等思维加工过程,就可以形成物理概念和规律,
重新组合自己的物理认知结构.这样的教学过程因

为站在学生的立场思考物理教学,站在学生的认知

角度来思考问题,教学效果好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这节课的课堂延伸的探究模块中,也收获了

很多以往课堂没有的成果.如当提及远视眼能否用

手术矫正时,有学生认为不能,因为远视眼的矫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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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把晶状体变厚,而通过手术中切割的方法只能

把晶状体变薄,不能变厚,所以运用手术来治疗远视

眼是不行的,结果当场就有学生提出反对意见,学生

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生物科学的发展,

在白内障都可以植入人工晶体的今天,想要治疗远

视眼,完全可以发明一种生物透明材料,“粘”到变

薄的晶状体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并且,还有几

个学生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散光”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几位自信的学生,并没有第一

时间来找教师寻求帮助,而是自己组成了探究团队,

课后在家利用互联网和淘宝上购买的实验器材进行

研究,还很得意地把这些研究过程和结果写到了他

们自己的日记中.作为教师的我,也是在过后的一次

家校交流中才得知这样的信息.笔者不禁感慨万千,

正如周光召所讲的,“科学教育不应该传授给孩子支

离破碎、脱离生活的抽象理论和事实,而是应当慎重

选择一些重要科学观念,用恰当生动的方法,帮助孩

子们建立一个完整的对世界的理解.”

传统的物理课堂往往把活生生的物理肢解为知

识,而又把知识的获得归结为习题的训练,这样的物

理课堂是背离了物理的本质和特性,不利于培养学

生的物理核心素养.作为一名教师,我们的责任不光

是传授知识,更应该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物

理核心素养方面下功夫.为此,我们要继续优化自己

的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思维潜能,培养学生的思维

能力,思维由问题而起,问题是思维的“催化剂”,它
能激起学生的认知冲突,激起学生探究的兴趣,打开

学生的思维闸门,使思维处于活跃状态.因此,教师

要善于激活学生的这个重要的“兴奋区”,引导学生

共同思索,彼此质疑,相互辩论.使每个学生能够发

现自己主观世界里的种种认知冲突,并使各自的想

法、见解发生变化,从而使每个学生进入“愤”与

“悱”的更高境界,得到全面发展,从而为社会培养

更多的适应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这是一个不断

深入的过程,我们将不断地探索、思考、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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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etrationonPofessionalCareerEducationinPhysicsSubject

HuYing
(HubeiWuchangExperimentalHighSchool,Wuhan,Hubei 430300)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careereducationiscrucialforhighschoolstudentsunderthenewcollege

entranceexamination,whichisrelatedtothelifelongdevelopmentofstudents.HighschoolPhysicsasan

importantcompulsorycourseisnotonlytightlyassociatedwithsociallifebutalsohasbroadrelevantprofessional

fields.CarryingoutthepenetrationofcareereducationinPhysicsteachingthroughthecombinationofforeign

advancedcareereducationexperiencesandteaching methodssuitablefordomesticstudents ,andtocultivate

student’sexcellentcareerconcepts,careeridealsandcareerplanningawarenessisverynecessary.

Keywords:careereducation;physics;pene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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