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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提升学生的科学思维品质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目标.以苏科版“压强”教学为例,阐述了指向学生科

学思维培养的物理教学设计及实施的路径:以课标为据,以学生为本,明确思维培养的目标;以目标为据,以表现为

准,确定思维评价的活动;以发展为据,以问题为链,突出思维载体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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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实验及探究教学在

初中物理教学中得到了一线教师普遍的接受,也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往往

只关注实验及探究本身,没有更好地关注学生科学

思维的培养,这是对教学资源的一种浪费.物理学科

的“科学思维”,是从物理学视角认识客观事物的本

质属性、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的方式;是基于经验事

实建构理想模型的抽象概括过程;是分析综合、推理

论证等科学思维方法的内化;是基于事实证据和科

学推理对不同观点和结论提出质疑、批判,进而提出

创造性见解的能力与品质.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

科学思维,成为提升物理教学品质的重要方面.本文

以苏科版“压强”的教学为例,阐述指向学生科学思

维培养的物理教学设计及实施的途径.

1 以课标为据 以学生为本 明确思维培养的目标

  课程标准规定了学科教学内容目标,基于证据

的课堂教学要以课标为依据,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确定具体的课时目标.初中物理课标对压强的内容

要求是“通过实验,理解压强.知道日常生活中增大

和减小压强的方法.”并建议了“估测自己站立时对

地面的压强”的活动事例.由此可见,压强的教学目

标要求属于理解层次.理解压强就是能进行相关的

计算;能解释相关的现象;能理解压强概念的内涵和

物理意义.从课标不难看出,要达到理解压强,学习

的途径是实验,是体验,是活动.这样的定位有利于

学生从物理学视角认识压强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律

及相互关系,有利于科学思维的培养.
因此,根据课标的规定,教师结合学生的具体情

况,学校的环境支持,制定出具体的课时目标.具体

目标如下:

(1)学生通过绘制压力示意图,知道压力的定

义;通过讨论区分物体所受的重力和它对支持面的

压力的区别.
(2)学生经历体验活动,能猜测压力的作用效

果跟什么因素有关,并能合理选择器材寻找支持猜

想的证据.
(3)学生在寻求比较压力作用效果的过程中,

经历压强概念的建构过程.
(4)运用压强概念,估测人站立时对地面的压

强;知道增大压强和减小压强的方法;能解释与压强

有关的现象.
这样的目标不仅符合学生的认知能力,而且紧扣

课标要求.这样的目标不仅给出了知识与能力要求,

而且给出了具体的、可观测的学习行为要求,将学生

的思维可视化;这样的目标不仅提供目标参考系,而

且具有良好的导向性.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

学,都应在目标的关照之下进行.要确保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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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要有及时的反馈,要设计好评价活动.

2 以目标为据 以表现为准 确定思维评价的活动

  学生与教师如何知道自己思维目标是否达成

呢? 这就需要评价活动.
评价要以教学目标为依据,要能有效地指导学

与教,为更好地达成目标服务.“压强”一课的评价

活动设计如表1所示.
表1 “压强”一课的评价活动

目标 目标动词 评价点1 评价点2 评价点3

知道压力概念

 会画压力示意

图、区分压力与重

力

 能否正确地画出

压力示意图

 能否归纳出压力的

特点 (归 纳,求 同 思

维)

 能否区分压力与重

力(比较,求异思维)

探 究 压 力 的 作

用 效 果 跟 什 么

因素有关

 体验、猜测、实

验

 能否投入体验活

动并思考现象的内

因

 能否作出正确的、

基于经 验 的 猜 想(基

于证据的猜想)

 能否合理地选择器

材、科学地进行实验

(控制变量思想)

压 强 概 念 的 建

构

 比较、对比、分

析、阅读

 能进行简单情况

的比 较(单 变 量 比

较)

 解决复杂情况的比

较(多变量比较)

 能否理解1Pa的含

义、压 力、受 力 面 积

(化归思想、比值法)

应用压强概念

 估测压强

 能选择器材、学

会估 测 面 积(化 整

为零思想、估 测 思

想)

 计算压强(符号思

维)
 分析测量的误差

 增大、减小压强

的方法
 对提供的情境能分辨对应的方法

 解释与压强有

关的现象

 积极参与活动并

猜想

 对出乎意料的现象能作出解释(将知识运用

到真实问题的解决)

  下面选择压强概念应用模块的评价设计,说明

评价任务的设计如何锚定目标,对学习行为如何检

测与反馈.
评价活动1:估测人站立时对地面的压强

猜一猜:同组学生中,哪位学生对地面的压强最

大?

设计实验:

(1)如何测量人对地面的压力?

(2)如何估测地面的受力面积?

(3)实验并收集数据.
(4)思考与讨论:哪位学生对地面的压强大?

是不是体重越大压强就越大? 实际的鞋底与地面的

接触面积与图示的鞋印是否相同? 实际的压强偏大

还是偏小?

评析:估测活动,让学生在解决实际的原始问题

中,发现压强计算单位要统一,体会图1估算面积的

方法,发现压力大的,压强不一定大,从而使学习进

入深度学习,思维进入高阶思维.通过评价发现学生

能够到达的思维层级,并作出有效指导.在提升技能

的同时,培养估测意识、测量的误差意识,提升科学

素养.

图1 鞋印的面积估算

评价活动2:判定如何增大和减小压强

—64—

2020年第4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师: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有时需要增大压强,

有时需要减小压强.下列情况哪些是为了增大压

强? 哪些是为了减小压强? 各采用了什么方法?

(1)载重汽车装有许多车轮;(2)压路机的碾子质量

很大;(3)冰鞋上装有冰刀;(4)房屋建在承重面积

更大的地基上;(5)飞镖的箭头很尖.
生:自由选择话题,进行分析并说明方法.
评析:通过活动评价学生能否有效提取信息,能

否用压强的知识去解释生活中的现象,在锻炼思维

的过程中让知识产生意义感.
评价活动3:解释压不坏的气球

师:如图2所示,把气球放在钉板上,再把木板

放在气球上,向木板上施加一定的压力,气球变形但

不会被刺破.

图2 压不坏的气球

生:试一试,并解释这个现象.
评析:学生惊讶于现象的意想不到,但运用物理

知识解释时,又在情理之中,增强学习热情的同时深

化了对压强概念的理解,突出了思维的训练.
思维的评价要求教师在课堂上要时刻关注学生

的表现、思维和状态,作出及时的反馈.教师通过收

集到的评价证据,实时调整自己的教学行为,指导学

生的学习方式,发挥评价促学的作用.
目标解决的是“去哪里”的问题;评价解决的是

“到了哪里”的问题;而“如何去”重在问题链的设计

和思维载体的选择.一个好的思维载体的选择,不仅

有利于学生兴趣的激发,而且有利于学生科学思维

的开展,反映了教师的教学智慧.

3 以发展为据 以问题为链 突出思维载体的设计

3.1 设计以思维训练为主线的问题链

指向学生科学思维培养的课堂,要关注问题链

的设计,突出学生科学思维的训练.压强一课可以利

用下面的3个问题来形成问题链.
(1)什么是压力,压力的作用效果是什么?

(2)压力的作用效果跟哪些因素有关? 如何比

较压力的作用效果?

(3)你能用压强知识解决下列问题吗?

这样的问题链有利于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重

点在后面两个问题.3个问题对应3个模块:认识压

力;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跟哪些因素有关,建构压强

概念;运用压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对压强的

理解.具体教学流程如图3所示.

图3 压强的教学流程

在设计好问题链之后,关键是思维载体的设计.
思维载体的选择要以“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为依据,

与“知识认知发展的逻辑序”相切合,与“问题链的

设计”相呼应.

3.2 设计提升思维品质的体验活动

体验活动的设计不仅要让学生具身体验,拉近

物理与生活的联系,更要为物理思维的发展提供养

分,使学生的思维有直接的经验基础,确保思维的品

质.
体验1:初识压力       
师:分别画出铁锤对钉子作用力的示意图和运

动员对平衡木作用力的示意图.想一想,所画的力的

示意图有何共同点?

生:这些力都垂直作用于物体表面.
师:垂直作用于物体表面的力,称为压力.运动

员对平衡木的压力的作用效果是什么?

生:平衡木发生了形变.
评析:这样的活动有利于学生从物理学视角认

识压力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的方式;是

基于经验事实建构压力模型的抽象概括过程.
体验2:体验压力效果系列活动

活动1:在情境中猜测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

教材:小明和小华都站在沼泽地上,小明陷得比

较深.想一想,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教师:他们对沼泽地的压力作用效果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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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依据什么来判断的? 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

是什么?

评析:指向更加明确,学生知道观察和对比什

么.也更容易激发他们去思考差异.
学生猜想:

生甲:小明的体重大,对地面的压力大.
生乙:小华脚下踩了木板(小华与地面的受力面

积大)

评析:这里的猜想是基于学生的观察与经验之

上的,教师要善于追问.学生提出如此猜想的依据是

什么? 而学生的这种经验往往是模糊的、零碎的、不

易表述的,往往有直觉的成分.教师要学会倾听,并

将学习引入下一个环节.
活动2:在验证猜想的体验中形成假设

师:是这样的吗? 我们再来体验两种情形. 

A.如图4所示,一只手压在气球上,另一只手

的食指顶住气球,观察气球的形变情况.改变压力的

大小,气球的形变有何不同?

图4 情形一

B.如图5所示,将铅笔的一端削尖,用两只手的

食指分别压住铅笔的两端.两根手指的感觉有什么

不同? 改变压力的大小,多体验几次.

图5 情形二

通过对上述现象的观察,你认为压力的作用效

果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

生:压力的作用效果可能与压力的大小和受力

面积有关.
评析:学生通过生动的体验不仅验证了之前的

猜想,并能锁定相关变量,形成有效假设.这直接影

响后面的实验验证,使实验更有目的性.
活动3:设计实验,寻找证据支持假设,形成新

的知识

师:现在有如下器材,请设计实验并验证你的假设.
器材:用钉子做腿的小桌、海绵、砝码、木板、盛

有适量水的矿泉水瓶、装有沙子的容器等.
试选择合适的器材设计实验,验证你的假设.
师:如何体现压力的作用效果? 如何改变压力

大小? 如何改变受力面积?

生:分小组进行实验.
师:你们的结论是什么?

生:自由表述观点 ……

评析:学生表述结论,教师追问,你得到这一结

论的依据是什么? 学生当众演示实验,证实结论.教

师追问,为什么要如此操作? 学生思考操作背后的

科学方法.

3.3 设计发展思维的概念建构活动

活动1:如何比较压力的作用效果

师:如下3种受压情况,如何比较压力的作用效

果? (1)2m2的面积上受到的压力为10N;(2)2m2

的面积上受到的压力为20N;(3)5m2 的面积上受

到的压力为20N.
生丙:(2)的压力的作用效果比(1)大.
师:你的依据是什么:

生丙:受力面积相同时,压力越大,压力的作用

效果越明显.
生丁:(2)的压力的作用效果比(3)大,因为压

力相同时,(2)的受力面积比(3)小.
师:(1)、(3)如何比较?

生:学生遇到困难,开始思考 ……

生戊:可以将(1)面积和压力都扩大2倍,这样

压力相同,就比较出来了.
生己:可以将(1)面积扩大5倍,压力变为50

N;(3)的面积扩大2倍,压力变为40N,然后比较.
师:还有其他方法吗?

生庚:可以用压力除以面积,发现(1)比(3)的

作用效果大.
师:压力除以面积,得到的是什么? 为什么可以

比较压力的作用效果?

(下转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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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也一定灿烂辉煌.
参 考 文 献

1 王琳.紧跟时代潮流 深化爱国主义教育[J].西部素质

教育,2019(18):8~9

2 杨开勇.在物理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探讨[J].

中学物理教学参考,2017:(9):8~9

3 孙念臺.在物理科课堂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些

体会[J].物理通报,1952(03):27~29

4 柳怀祖.李政道的CUSPEA:他改变了中国一代精英的

命运[J].科技中国,2017(1):90~98

5 黄薇.“东方居里夫人”吴 健 雄[J].各 界,2019(8):

I0001

BriefTalkingonEmbodimentofPatriotism
intheNewHighSchoolPhysicsTextbook

———TakingRenjiaoEditionofHighSchoolPhysicsCompulsory1asanExample

ZhaoJinhong LiDean
(SchoolofPhysicsandTelecommunicationEngineering,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PatriotismeducationisthekeycontentofmiddleschooleducationinChina.Patriotismisembodied

inmanyaspectsinphysicstextbooks.TakingcompulsoryoneofpublishingofPeople′sEducationPressasan

example,thispaperanalyzestheembodimentofpatriotisminteachingmaterialsfromfouraspects:"patriotic

feelings""patrioticperson""theambitionto makethecountrystrong"and"theactionto makethecountry

strong",andputsforwardsometeachingsuggestionsforpatriotismeducationbyusingpatriotism materialsin

teachingmaterials.

Keywords:patriotism;physicsinmiddleschool;teaching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materials

(上接第48页)

生:大家通过思考,发现压力除以面积,得到的是1

m2 的面积上受到的压力大小.

评析:创设具体情境,形成问题冲突,从而构建

出压强的概念.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建构了概

念并让思维可视化,有利于感悟科学的方法和思维

的快乐.
活动2:阅读课本相关信息,回答问题

师:例题中坦克对地面的压强为5×104Pa,其

物理含义是什么?

师:你是怎样判断受力面积的?

师:物体所受的重力和它对支持面的压力有什

么区别?

评析:学生通过阅读,了解与压强相关的概念、

公式、符号、单位等.阅读例题,加深对压强概念的理

解层次.教师通过提问,检测学生学习情况.做到了

学生能看懂的不讲,学生有困难的地方突出讨论,让

思维在课堂中飞扬.

4 结束语

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要

以课标为据,以学生为本,明确思维培养的可操作性

目标;要以目标为据,以表现为准,确定思维评价的

活动;要以发展为据,以问题为链,突出思维载体的

设计.让物理课堂不仅仅有现象、有体验、有实验、有

活动,更有思维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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