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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以往物理规律教学的不足,提出课堂实践改进措施,具体从通过创设问题情境、设置认知冲突、拓
展思维等多方面引导学生进行深度探究,在挖掘规律本质的同时,落实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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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中物理学习过程,学生普遍感觉物理学习

难度大,难点多.原因是高中物理课本中许多概念和

规律对于学生来说是抽象的,而且涉及的知识面较

广.受应试教育影响,教师升学压力大,教师大多是

单纯地照本宣科灌输式的教学,或者就是简单的教

师演示,学生观察被动接受.这种方式的教学学生参

与度不够,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更不能

很好地落实物理核心素养.

2 指向核心素养的物理规律教学实践创新

2.1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规律教学环节

基于核心素养的规律教学环节如图1所示.

图1 规律教学环节图示

2.2 实施策略和过程性的核心素养培养目标 物理规律教学的实施过程如表1所示.
表1 物理规律教学的实施过程

环节设置 实施策略 核心素养目标

 创设问题情境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使学生思维的活跃性.  科学思维能力

 观察实验生成问
题

 学生观察实验现象,从现象获取感性认知,同时提出物
理问题

 科学思维能力和观察
能力

 问题引导探究规
律

 在问题的引导下进行小组探究,分析总结实验现象最后
得出基本规律

 培养学生小组合作和
实验探究能力

 设置认知冲突深
入探究

 初探中得出规律,应用规律解决问题时发现局限性.再
一次引发了学生质疑,激发了学生进一步深入探究的欲
望,继续寻找规律的通法

 促使学生养成什么事
都要有知其所以然的好
习惯

 思维拓展挖掘本
质

 思维拓展激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升学生思维灵活性、
发散性和深刻性.能从物理本质原因理解物理规律,最终
形成物理观念,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物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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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物理概念和规律都是通过实验再现物理

现象,通过观察、比较、分析等过程从感性到理性认

知归纳得出的.所以通过深度探究,不断地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科学思

维,也能够培养学生认识物理规律,挖掘物理本质.

针对以往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及新课标对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的要求,笔者对物理规律的教学做以下

改进.

2.3 创新点和解决的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情境设置引发学生思考,生

成问题.通过观察分析实验现象总结规律,利用规律

判断情境时发生冲突,引发学生产生质疑,促使学生

能够进一步深入探究,寻找科学本质.在教学环节设

置上环环紧扣,通过问题串形式不断地引导学生进

行科学探究,以学生的思维拓展为中心,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学生经历科学探究过程,学会科学研

究方法,养成科学思维习惯,增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3 案例呈现

笔者以“探究感应电流方向”新授课为例,改变

以往的教学模式,尝试利用最简单的仪器始终围绕

“阻碍”的效果进行探究,以设置问题和解决问题为

纽带,逐步完成本节课的探究过程,最终得出规律本

质.具体5个环节如下.

环节一:引入 ——— 创设问题情境

设置问题情境:如图2所示,导体棒MN 在水平

面上向右切割磁感线,判断感应电流方向和安培力

的方向.

图2 判断导体棒切割磁感线过程感应电流和安培力方向

表2 环节一的问题设置及素养目标

问题
 问题指向的

 素养目标

 当导体棒向右运动时,感应电流的
方向如何? 导体棒受到安培力的方
向如何?

 当导体棒向左运动时,感应电流方
向和导体棒所受的安培力方向又是
怎样的?

 当磁场方向反向,结果又如何呢?

 通过判断你发现了什么现象?

 通 过 创 设 学
生积极参与、乐
于 探 究 的 学 习
情境,能够引发
学 生 的 学 习 动
机,培养学生独
立 分 析 总 结 的
能力

  实施策略:让学生回顾判断感应电流方向的特

殊方法即右手定则,利用情境判断安培力方向,请学

生到前面来,用左右手展示出每种情况下棒的运动

方向和安培力的方向,最好每种情况一名学生,让学

生们能够一目了然左右手的拇指方向总是相反的.
创新点:本环节笔者将教学顺序进行了调整,从

学生认知发展出发,将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学习

内容安排在楞次定律的前面.学生在学习楞次定律

时,已经学习了磁通量的变化、磁通量的变化率,对

磁通量概念的理解比较深入,有利于本节课的学习.
并且将右手定则判断感应电流的方法也安排在楞次

定律之前,学生通过左右手定则的使用,发现问题,

让学生初步认识感应电流的“阻碍”效果.
环节二:观察 ——— 由现象生成问题

如何来描述感应电流的阻碍作用呢? 教师提供

实验仪器,学生进行探究,如图3所示.

图3 演示感应电流的阻碍作用

表3 环节二的问题设置及素养目标

问题   问题指向的素养目标

 当磁体靠近或远离
铝环时,你看到了什么
现象?

 力的作用效果怎样?

 力是如何产生的?

 你从中发现什么规律?

 从观察铝环的运动表象,思
考运动的原因.由相互作用找
到力产生的本质原因.培养学
生能够主动分析物理现象背
后的物理规律及物理学的本
质,使学生形成科学思维的习
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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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策略:该实验操作简单,效果明显,所以不

需要教师更多的指导.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在分析

力的作用效果时学生能够观察出,当磁铁靠近时,二

者之间是斥力,远离时二者之间的力是引力.这时教

师要求学生用精练的语言描述现象,同时总结力的

作用效果,经过学生的讨论交流得出二者之间现象

是“来拒去留”,从力的作用效果上看总是在阻碍相

对运动,通过这番总结归纳,用精练形象的语言来描

述更能让学生体会到阻碍的效果,同时也锻炼了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总结能力.

创新点:在教科版和人教版教材中都直接从通

电螺线管中电流开始探究,这样涉及线圈绕向、磁场

方向、电流表指针偏转方向与电流流向等关系的梳

理,学生在梳理这些关系时中间环节造成的干扰过

多.而本节课只借助铝环和条形磁铁这简单的实验

仪器,从观察铝环受力这一直观现象展开探究,过程

中一直围绕着感应电流的作用“阻碍”这一效果进

行分析归纳.

环节三:问题引导 ——— 探究规律

你能借助规律判断出感应电流的方向吗? 教师

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在观察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分析

归纳.

表4 环节三的问题设置及素养目标

问题
问题指向的
素养目标

 通过相对运动你能判断出感应
电流的“等效磁铁”的磁极吗?

 根据等效磁极的方向能否判断
感应电流的方向?

 磁铁与铝环之间是通过什么作
用的?

 依据感应电流的磁场方向,如何
判断感应电流的方向?

 学 生 经 历 分
组探 究、观 察、
记录、总结等过
程,提升学生的
小组合作能力,
同 时 提 升 学 生
对 实 验 现 象 归
纳总结的能力

  实施策略:小组展开实验探究,观察现象和讨

论结论时,提醒学生设计表格,做好记录.这样可以

使学生的思路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提高课堂效

率.通过相对运动判断感应电流的“等效磁铁”的磁

极,再用右手螺旋定则可以判断出铝环内感应电流

的方向.学生能够得出磁铁与铝环之间的相互作用

是通过磁场作用的,而铝环周围的磁场是自身的感

应电流产生的,但是学生想不到寻找磁铁的磁场方

向(原磁场)和感应电流的磁场(感应磁场)方向的

关系.还需要教师的继续引导,让学生将刚才的4种

情况记录在表格中,分别画出4种情况下原磁场和

感应磁场的方向,通过记录总结归纳得出感应电流

的磁场和原磁场之间的关系是“近反离同”.在这环

节中学生要小组讨论、分析、总结.教师给以适当的

点拨和引导.让学生充分地进行探究和讨论,使学生

能真正理解谁是原磁场,谁是感应磁场,为下一步探

究做好铺垫.

创新点:通过层层提问引导学生完成探究,从磁

极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判断铝环中感应电流的方

向,方法直观易理解,学生容易接受.学生能在亲自

探究过程得出结论,使学生获得成功的喜悦感,激发

学生学习热情.同时使学生懂得物理研究的基本方

法 ——— 观察与实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验意识和

实验技能.

环节四:设置认知冲突 ——— 进行深度探究

请学生们应用刚刚得出的结论“近反离同”判

断,如图4所示情景中感应电流的方向.

图4 “近反离同”的应用演示

表5 环节四的问题设置及素养目标

问题
问题指向的
素养目标

 在闭合开关的瞬间,你观察
到什么现象?

 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
么?

 你能用“近反离同”的方法
判断出感应电流的方向吗?

 铝环的远离又是在阻碍什
么呢?

 针对新的情境展
开讨论分析,发现已
有结论的局限性,激
发学 生 深 入 探 究 的
欲望,进一步对结论
进行改进和修正.培
养学 生 利 用 证 据 质
疑已 有 结 论 的 批 判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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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策略:本环节学习难度较大,从运动的表

象转向磁通量的角度分析现象,学生很难想到,需要

教师的逐步引导.引导学生从感应电流产生本质原

因出发进行分析,寻找判断感应电流方向的通法.组

织学生重新回顾刚才的条形磁铁靠近铝环的实验,

寻找靠近和远离时引起铝环内什么变化了? 它是如

何变化的? 其实相对运动是表象,本质是磁通量的

变化ΔΦ.让学生继续补充刚才的记录表格,4种运

动情况铝环内磁通量的变化记录下来.通过表格寻

找规律,从阻碍的效果思考,铝环的远离和靠近其真

正的原因是在阻碍什么呢?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最后得出结论:感应电流

的磁场总是在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

那么在新的情境中当闭合开关时,磁通量Φ增加,原

磁场B原 与感应电流磁场B感 相反,断开开关时Φ减

少,原磁场B原 与感应电流的B感 相同,既 “增反减

同”.最后给学生们展示伟大科学家楞次用非常精练

的语言总结出楞次定律的内容.

创新点:应用规律发现问题的局限性,学生带着

质疑再进一步探究,从本质规律出发寻找判断感应

电流的通法.让学生体会科学探究的严谨,同时也感

受到科学家在科学探究过程的艰辛.在教师的步步

引导下从感知到抽象,逐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让

学生的思维达到较强的综合思维能力.也培养了学

生在实验过程发现物理规律,总结物理规律的能力.

环节五:思维拓展 ——— 挖掘本质

教师演示:铝环悬挂在铁架台上,让铝环摆动起

来,观察摆动情况.这时将磁铁靠近摆动的铝环,如

图5所示.

图5 判断铝环中的感应电流

表6 环节五的问题设置及素养目标

问题
问题指向的
素养目标

 观察两种情况下现象
有什么不同吗?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是什么?

 铝环减少的动能哪去
了?

 阻碍的本质到底是什
么?

 通过观察现象,分析能
量转化,使学生理解阻碍
是楞次定律中能量转化
与守恒的具体体现,培养
学生物理能量观和守恒
思想

  实施策略:教师在演示铝环摆动时,让铝环摆

动的时间长些,然后再次让铝环摆动起来,将磁铁靠

近,发现两种情况摆动时间的不同.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利用刚刚得到的结论判断铝环中感应电流的方

向,让学生熟练应用楞次定律判断感应电流的方法.
再分析能量的转化情况,让学生理解阻碍是电磁感

应现象中能量守恒的必然结果,因为有了阻碍才能

实现能量转化.
创新点:设计铝环摆动实验,让学生能非常直观

地再次感受阻碍的作用.让学生从现象中分析能量

的转化,从能量的转化想到做功,自然地将楞次定律

的本质展现在学生面前.为电磁感应中能量的问题

做好铺垫,将思考延伸到课下.

4 结论与展望

在教学过程中尊重学生认知特点,从学生的角

度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按学生的逻辑思

维设计过程,能使学生深刻掌握学习内容.在此基础

上,设置认知冲突,引导学生进行深度探究,在问题

解决的过程中,学生思维得到拓展,关键能力得到提

升.所以让学生经历体会、思维碰撞、深度拓展,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深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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