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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物理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倡教学方式的多样化.通过情境创设使学生体

会用科学描述和解释自然现象的乐趣,提升对科学本质的认识,有利于学生形成物理观念,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思

维,提高科学探究能力.本文主要通过两个课例,初步探究情境化教学在概念教学和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等方面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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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版)》明确提出

了注重体现物理学科本质,培养学生物理学科核心

素养;注重课程的基础性和选择性,满足学生终身发

展的需求等5条基本理念.《标准》指出:在教学设计

和教学实施过程中要重视情境的创设,通过创设学

生积极参与、乐于探究、善于实验、勤于思考的学习

情境,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自学能力.我们学校一直在

高中课堂前沿的几位教师组成了研究抛锚式教学

(本文不再介绍)课题组,积极研究探讨教学模式,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研究,对60多个课例总结,认为

抛锚式教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但情境创设教学能更好地落实新课标理念,有利

于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因此本文就以情境创

设的两个课例进行一下分享,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1 情境创设物理课堂的意义

新课标中明确提出,以主题为引领,使课程内容

情境化,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结合学生年龄特

点和学科特征,课程内容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

育内容,努力呈现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生态

等发展的新成就、新成果,充实丰富培养学生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相关内容.
在高考评价体系中提到所谓的“情境”即“问题

情境”,指的是真实的问题背景,是以问题或任务为

中心构成的活动场域.情境活动是指人们在情境中

所进行和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的活动.物理概念的

建立源于对情境活动的认知和抽象,物理规律的得

出源于对实际情境问题的定量探究,应用物理概念

和规律结合具体的情境解决实际问题,进行科学创

造,科学创新是知识对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
情境创设课堂是以情境为载体,把教学要求及

内容以问题的形式嵌入其中,使学生在情境活动中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来获取知识,并能将知识与实

际的情境相关联,让学生从实际中体验体会,建立科

学概念,只需简单讲解和引导,学生就能准确把握,

大大提高对物理知识深层次的理解,并能有效提高

对物理知识的应用能力,很好地指导生活实践,能够

使学生强化将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自觉性,培养学生

实践意识和创新精神,这正是新时代的育人要求.

2 情境创设课堂实例

新课程标准提出了物理学科的4个基本核心素

养,5个基本课程理念,通过情境创设教学都能很好

地得到落实,下面以两个实际课堂片断说明情境创

设落实新课标的有效性.
课例一:人教版必修1中“时间和位移”新授课

环节1:播放两段短视频.第一段是关于2011
年大邱世锦赛博尔特因抢跑被罚下场的视频.第二

段是我国选手苏炳添2018年2月6日以6.43s夺得

国际田联世界室内巡回赛男子60m冠军,并刷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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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纪录的视频.
教师活动:引导学生观看视频,提问相关问题.

同学们对博尔特除了遗憾还有什么想法? 在屏幕的

右下角(苏炳添参赛视频中一个截图如图1所示)注
意到了什么? 以下给出的是描述苏炳添运动过程的

时间和位置对应表如表1所示,请提出有关时间的

问题.比如第2s内苏炳添跑了多少米?

图1 苏炳添参赛视频截图

表1 苏炳添运动过程的时间和位置对应表

时间/s 0 1.02.0 3.0 4.0 5.0 6.06.43

离起跑线距离/m 0 5.214.223.132.943.054.860.0

  学生活动:观看,心理活动,思考教师的问题,

按教师示范提出相关时间的问题.(观察、思维能力、

科学态度与责任)
(1)2s末苏炳添跑到哪儿?
(2)前2s跑了多远?
(3)前2s跑的远还是最后2s跑的远?
(4)第5s比第1s多跑了多少m?
(5)全程用了多长时间?
(6)从14.2m到终点用了多少时间?
(7)苏炳添完成比赛的平均速度多大?
(8)苏炳添在4s~6s内的平均速度多大?
……

教师适时引导思考,以上对时间的表述有什么

特点? 生活中还有什么具体事例?

学生:总结出表示时间的词有的表示一瞬间,是
指某时刻,比如2s末,第3s末等对应的苏炳添所处

的一个位置;有的是一段,是指时间间隔,比如4s~
6s,第5s等,对应苏炳添跑的一段路程;之后,学生

提出很多生活中关于时刻与时间间隔的实例,积极

性相当高.
答疑指导难点,有学生不清楚第2s末和第3s

初是什么意思,第5s不确定是不是1s等,都能由小

组解决,经教师简单确认即可.

最后提问,从博尔特的参赛视频中得到什么启

示?

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要科学合理利用时间,遵
守规则得出成绩才会令人敬佩,不要存在偷机心理,

否则只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科学态度与责任)

引入情境目的及对学生发展的影响:通过学生

感兴趣的比赛情境,学生通过观察、思考、抽象、概括

和总结得出有关物理学中两个物理概念,并在以后

学习过程中能够准确运用,为学习匀变速直线运动

规律等知识打下基础.培养学生观察能力、思维能力

及科学探究意识,能在观察和实验中发现问题、提出

合理猜想;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及爱国主义热情.
同时让学生明白在时间和规则面前没有特权,要有

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遵守道德规范.
环节2:一段音频对话资料

小明到姑姑家找表哥大明.
小明:姑姑好,大明哥在家吗? 我找他有点事儿.
姑姑:他们今天有科技活动,去青少年宫了.
小明:青少年宫在哪儿,有多远? 我去找他.
姑姑:在咱们家西北方向,直线距离大约有2

km,挺近的.你如果去找他,骑车的话出大门右转,

在第二个红绿灯左转,直行800m路西就是;如果走

着去出大门右转,第一个小胡同左转,再往里100m
有一条小斜路,可以直通过去,要近很多.

小明:我走大路吧,好认路,也不远 ……

教师活动:你清楚大明与小明家的确切位置关

系吗? 如何得到的? 有什么要素? 小明姑姑给小明

介绍的两条路线有什么不同? 小明所走路线与大明

一样吗? 所走路线长度是2km吗?

学生活动:画出大明与小明的相对位置以及小

明去找大明的可能路径,思考讨论老师的问题,小组

代表进行陈述.……(运动观念、科学思维、模型建

构)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讨论,学生自然就明白了位

移与路程的意义,引入位移和路程的概念水到渠成,

教师只需要进行简单提示.
情境创设目的及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利用生活

中最熟悉的情境,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推理,学生便

可从现象到本质,亲身体会位移这个概念的得出过

程,深刻理解位移这个概念,同时也深化了对矢量的

理解,加强物理知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可以增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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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实践创新意识,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时空观.
课例二:人教版必修1中“运动快慢的描述———

速度”

学生在生活中对于速度也有较多的感性知识,

初中学过相关概念,但学生在初中学习的速度是一

个标量,是用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路程来表示的,而高

中将速度变为矢量,并且采用了比值法给速度下了

一个规范的定义,拓展了概念的内涵,改变了学生原

有的认识,成为教学的一个难点.从速度说起涉及到

平均速度、瞬时速度、速率、平均速率4个概念,并且

瞬时速度在定义时还用到了极限的思想,因而学生

对4个概念的理解也是教学中的难点.
为轻松突破难点,创设了以下几个教学情境,学生

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载体的影响进行思考、比较、抽象、

概括,激活灵感,产生顿悟,能很好形成速度的概念.
环节1:观看一小段视频,跑道上赛车比赛过程

中的仪表盘变化;推一辆带有码表的自行车到教室,

将码表显示屏投影到屏幕,支起自行车,让学生转动

前轮观察码表上面数字的变化.
教师活动:提醒学生认真观察,引导提问,发现

了什么? 反映了什么? 如何做到的?

学生活动:观察、思考、猜想、讨论、探究、回答问

题.(科学思维)

学生都知道赛车仪表盘以及码表上显示的主数

字都反映当时车的行驶速度,如图2(a)所示,可是

如何获取的却不清楚.然后只能实际观察自行车码

表的连接线进行探究,就会发现前轮辐条上有一个

小磁珠,车叉上装有一个感应器,车轮每转动一周感

应器就能计数一次,如图2(b)所示.自行车码表及

安装图示如图2(c),然后将信息反馈到码表内部的

电脑控制中心,通过车轮的周长及连续两次的时间

间隔计算出车的速度,在显示屏上显示出来.(科学

探究)

图2 自行车码表及安装图示

教师继续提问,那么码表上显示的速度是当时

行驶的速度吗?

学生回答不一,讨论,不一定是,只是转一周的

平均速度.
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使显示的速度更接近当

时的速度呢?

思考、讨论,有人提出,在车轮上对称安装两个

磁珠,每半周显示更新一次,装3个,4个 ……(科学

思维、极限的物理思想自然形成)

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用来当作是当时的速度

呢? (科学态度与责任)

因为转动一周的过程中速度的变化忽略不计,

为什么可以忽略不计? 转一周的总时间相对于总运

动时间极短,周长相对于总路程忽略不计.(近似的

科学方法)

这样一来,学生对极限的思想方法也有了初步

认识,对平均速度及瞬时速度的认知快要完成了,只

差一个方向的问题,接着进入下一个环节.
环节2:一个场景角色扮演,让一位同学扮演通

信兵,面对一个其他学生看不到的雷达扫描图,如图

3所示.

图3 雷达扫描屏幕图示

教师扮演指挥官,要求扮演通信兵的学生根据

雷达屏幕上的显示报告小方框内的飞机的飞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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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师:请向我报告一下2号机即红色机(小方框内

的飞机)的飞行情况.

生:现在飞机的飞行高度是5000m,速度是

350m/s……

一般情况下学生只会报告图片右下角的数据,

让其他学生评论.

师:你现在知道飞机的具体情况吗?

会引发学生们的进一步追问,具体位置的方向、

飞行方向等.(合作、亲身体验)

这时,学生会发现方向也是确切表达速度的一

个重要因素,至此概念轮廓已经形成,呼之欲出.

环节3:图片展示两名登山爱好者从同一点出

发沿不同路径到达指定地点,结果先到达者为胜的

登山比赛情况,让学生想象体会这个过程快慢.(科

学思维)

针对以上环节分析,结合矢量的概念,进行比

较、分析,再对速度概念进行总结,学生马上理解以

上不同情境下的物理概念分别为平均速率、速率、平

均速度和瞬时速度,教学任务水到渠成.

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原有的知识层次:通过精

心选取紧密联系学生生活和学习实际教学素材,采

用创设灵活多变的教学情境,用妙趣横生的物理问

题吸引学生去思考、体验和探究,落实核心概念的学

习.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可以极大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热情和学习需求,从而主动思维,通过动手

动脑,完成认识上的飞跃,逐渐形成探索自然的内在

动力,严谨认真、实事求是和持之以恒的科学态度,

促使学生进行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形成物理观念,

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3 对情境创设课堂的总结与反思

通过对60多个实际课堂实例教学实践研究,我

们将情境创设教学流程分为9个环节(有的可少

些),流程如图4所示(图中实线框主要为学生完成

环节,带椭圆曲线的环节为教师参与的环节,虚线方

框为主要由教师完成环节).

图4 情境创设教学流程图

情境创设要真实、有时代性和贴近生活,要强调

体验、探究、信息技术的应用,挖掘教学内容中核心

素养.由情境引出指向要解决的实际问题,通过自主

学习、合作学习,合作探究,获取证据,经科学论证和

科学推理得出结论,体验知识的获取过程,再将知识

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而完成知识的迁移应用和创新,认识科学的本质,

促进培养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
教学的反思:通过情境创设的课堂实践,让学生

处于具体情境或实际问题中,轻松产生学习欲望,主

动学习,教学活动中学生经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过

程,学生的参与度很高,能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潜

能,对所学到的知识理解得更透彻,应用更灵活,能

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实践能力.学习过程

是一种高阶学习的思维活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

展核心素养,使新课程标准得以落实.
但情境创设教学模式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情境

的选取需要花费很多心思和时间,每一节课都采用

的话一个人根本没有充足的备课时间,必须团队合

作;选择问题情境及对应问题链设计,使用技巧等对

教师的能力要求也较高等.如何能更好地优化这个

教学模式,是我们课题组正在研究的问题,还希望有

更多的人来参与并进行实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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