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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创设情境对培养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具有关键作用.根据情境与教学内容在

整个学习过程中所具有相关性的高低,我们可以将情境划分为4个层次,并将其中具有高相关性的情境称之为“深

度情境”.提出“深度情境”概念的意义旨在提醒教师们要注重创设情境的质量,提高情境的有效性,使情境在提升

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真正起到关键作用.文中还列举了深度情境在概念引入、规律建立以及问题解决的物理教

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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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指出,核
心素养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

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主要

包括“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

与责任”4个方面.为了培养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在教学“实施建议”部分提

出,教师要“在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过程中重视情境

的创设”.那么,如何落实这一实施建议呢? 这里介

绍笔者的一些想法与做法.

2 情境的层次性与深度情境的概念

情境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具体场合

的情形、景象、境地.情境与物理教学历来都是紧密

相连的.在当今的课程改革中,课程专家们十分重视

情境在物理教学中的应用.上海市二期课改倡导高

中物理教学要以“情景 探究 应用”为学习主线;

2017年版的全国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也指出,
“创设情境进行教学,对培养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

养具有关键作用.”在中学物理教学中,我们可以通

过实验、任务、案例、故事、问题等多种方式,利用语

言、图片、视频、实物等媒介进行创设情境.
根据情境与教学内容在学习过程中所具有相关

性的高低程度,我们可以将情境分为4个层次:第
一,情境作为引入学习内容的一个起点,通常起激发

兴趣的作用;第二,情境以问题的形式出现,在学习

有关内容后,再回应或解决情境中的问题,给人以首

尾呼应之感;第三,情境导致产生困惑,致使引入新

概念或新规律成为必要,进而由此建构概念或得到

规律;第四,情境能够延伸出一系列问题驱动下学习

活动,它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的始终.
上述关于情境的4个层次中,第三、第四层次的

情境与教学内容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相关性较高.
我们可以将与教学内容在学习过程中具有较高相关

性的情境称之为“深度情境”.深度情境一般具有过

程性、问题性、思维性和创新性等特征.学生借助深

度情境能够积极主动地发现和提出科学问题,并引

发思考、探究,最终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3 深度情境在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深度情境不仅能够帮助学生进入到所学的内

容,而且能够在建构物理概念的过程中知道建构这

个概念的缘由,在探究物理规律的过程中经历物理

规律的建立过程,在发现问题之后能够提出科学问

题并加以解决问题.
下面列举几例深度情境在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1)创设深度情境,建构物理概念

物理概念是反映物理现象、物理过程本质属性

的思维形式,是物理规律和理论的基础,是整个物理

学科体系的基石.创设深度情境不仅能够有效地帮

助学生建构物理概念,使学生懂得为什么要引入以

及如何引入这个概念,实现前概念向科学概念的转

变,而且有利于学生对物理概念的学习和理解,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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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生对物理规律与科学思维方法的学习和掌握,

对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有着及其重要的作

用.
例如,在电源内电阻的引入过程中,人民教育出

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
选修3 1》,在利用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推导闭合电

路欧姆定律时,使用了“内电路与外电路一样,也存

在着恒定电场,正电荷是在静电力作用下运动的,这
一区域的电阻是内电阻”这样的描述,引入内电阻

概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级中学课本《物
理拓展型课程(试用本)》在引入电源内电阻概念

时,先引入内电路和外电路概念,然后指出“外电路

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叫做外电阻,内电路对电流也有

阻碍作用,叫做内电阻,简称内阻”.
可以看出,上述两种教材在引入电源内电阻概

念时,都采用了直接给出的方法.怎样让学生体验电

源有内电阻,通过怎样的情境让学生经历电源内电

阻概念的建立过程呢? 下面的课堂实录片段记录了

我们通过创设一个真实的悬疑情境建立内电阻概念

的过程.
“请展示一下你们的自制电池”,笔者让学生们

展示上节课布置的利用铜丝和锌丝自制电池的课后

作业情况.学生们展示着他们的电池:有青菜电池、

香蕉电池、果汁电池、牛肉电池、硫酸电池等等,并用

电压表测量出各自电池的电压,电压高的学生还要

炫耀一番.
“现在我给你们每人一个小灯泡,晚上你们就可

以用自制的电池看书了”,笔者说道.这时学生们又

一次活跃起来,立即动手将小灯泡与自己的电源连

成一个电路,但都“惊呆”了,没有一个灯是亮的.有
学生怀疑小灯泡是坏的,针对这样的怀疑,笔者提供

了一节电压仅为1.1V的旧干电池,让怀疑小灯泡

是坏的学生试一试,发现这些灯都是好的.
“为什么1.1V的干电池能使灯泡发光,而我的

香蕉电池的电压有1.3V却不亮呢? ”针对学生的

疑惑,笔者让学生自己思考这个“为什么”.学生通过

讨论终于想通了,原来是电路中的电流太小,而电流

太小的原因是自制电池有电阻,至此,引入内电阻的

概念已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本案例创设学生自制电源以及有电压但不能让

小灯泡亮起来的情境,让学生经历成功(有电压)、失

败(灯不亮)、困惑(为什么)、探究(分析)、解惑(电源

有电阻)的过程.通过这样的深度情境,学生不仅经

历了内电阻概念建立的过程,很好地理解了内电阻

这个抽象的概念,而且能将物理概念与生活实际联

系起来,培养了学生的物理观念.
(2)借助深度情境,探究物理规律

物理规律是物理现象及其物理过程本质的、内
在的联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物理概念之间的

联系.在物理规律教学过程中,可以借助实验创设的

深度情境,引导学生观察、分析和研究实验现象,进
而提出问题,作出假设,收集证据,最后通过科学推

理和论证,得出物理规律.
例如,在“电磁感应现象”的教学中,通常的做

法是将条形磁铁插入或拔出闭合线圈,通过观察串

联在闭合线圈中的灵敏电流计指针的偏转情况,得
到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闭合回路的磁通量变化时,

闭合回路将产生感应电流.
这样得出物理规律的方法,学生只是利用了课

本或教师提供的方案,经历了一个简单的动手过程,

然后就是记住得到的结论.整个学习过程对学生思

维能力的培养不够,对提升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

养帮助不大.
在“电磁感应现象”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借助实

验创设的深度情境,提出让学生思考的问题,在对学

生科学思维能力和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方面起到了

很好的效果.
展示情境:在一个铜质圆筒上,挖一组观察窗

口,先后将一只磁性铁球和一只大小相同的塑料球

从筒口自由下落,如图1所示.

图1 电磁感应现象演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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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问题:观察两球下落情况,并解释所看到的

现象.
借助上述实验情境,再通过下列一组问题链,启

发学生进行思考.

1)磁性铁球为什么会缓慢下落呢?

答:磁性铁球受到向上的阻力.

2)磁性铁球受到向上的力是什么性质的力?

答:属于磁场力.

3)磁性铁球所处的磁场来源于什么地方呢?

答:只能来自铜质圆筒.

4)铜质圆筒为什么会有磁场呢?

答:根据磁场产生的条件,应该是铜质圆筒存在

电流.
通过分析推理,经过层层抽丝剥茧,学生提出了

假设:磁性铁球通过铜质圆筒时,铜质圆筒产生了电

流.假设是否正确呢? 再让学生们设计实验进行验

证.借助实验创设的深度情境,学生不仅得出了产生

感应电流的条件,而且在科学探究能力的培养和科

学思维能力的提升方面大有裨益.
(3)利用深度情境,解决实际问题

习题是检查、巩固学生学习物理概念和物理规

律情况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重要手

段.由于习题是在实际问题的基础上,经过专家或教

师们的精心设计,通过物理量的引入和赋值而形成

的结构良好的理想化问题,从而导致学生即使经过

长时间的题海训练,在遇到实际问题时仍然束手无

策.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多创设一些以实际问题为背

景的深度情境题,让学生经历一次把问题的实际情

境转化为解决问题的物理条件的过程,必将有利于

提高学生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牛顿第二定律的应用”的教学中,上

海市延安中学一位老师以一种蹦极运动的视频为情

境,并提出问题:为了保证蹦极运动员的安全,应选

用铁链还是橡皮绳系住运动员? 请设计一个实验验

证你的想法.
为了解决问题,教师引导学生建立了两个模型:

用长度相同的细绳和橡皮筋分别系着一个相同质量

的小铁球,并悬挂于力传感器的下方,再将小球从同

一高度由静止释放.用这两个模型分别模仿铁链和

橡皮绳系住运动员情况下的蹦极运动.
通过DIS实验装置,得到小球受到细线和橡皮

筋的拉力和时间关系的F t图像.如图2所示.从图

像可以发现,小球受到细线的最大拉力大约是橡皮

筋受到的最大拉力的6倍.可见,在蹦极运动中,选

用橡皮绳比使用铁链系住运动员对运动员的伤害要

小.

图2 细线和橡皮筋的F t图像

上述通过问题设计的深度情境,使学生运用了

牛顿第二定律解决了一个真实的问题,经历了基于

经验事实建构理想模型的抽象概括过程,有利于培

养学生从物理学的视角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结束语

在长期的中学物理教学教研过程中,我们发现

很多教师对情境在物理教学中的功能还认识不清,

创设的情境质量不高,把情境当成课堂中的一种点

缀,甚至为了情境而情境,导致情境要么多此一举,

要么牵强附会;有时就是创设了很好的情境,但却虎

头蛇尾,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本文提出“深度情境”概念的意义旨在提醒教

师们要提升创设情境的质量,提高情境的有效性,使

情境在提升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真正起到关键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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