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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考评价体系规定了考查的载体 ——— 情境,并以此承载考查内容,实现考查要求.在物理习题原有的

情景基础上,采用源于生活的感性材料创设实际情境,调动学生好奇、好动的特点,能够有效地加深和强化学生对物

理知识的认识、理解和知识迁移,使学生具有联系实际生活、运用物理知识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符合评价体系中

“四层”和“四翼”的考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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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理习题教学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以解答习题为主要形式的活动.“再情境化”是指在

习题教学中,以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物品再现物理习

题特定情境,强调物理习题和现实生活相互融合,在
学生熟悉的环境中找到突破点,有效地将物理知识

和生活实际相联系,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师创设的

情境中,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学生综合能力,达到促

进学生提升物理学科素养、掌握关键能力和获得必

备知识的目的.

2 习题情境“再情境化”的探析

2.1 “再情境化”有助于唤起学生求知欲

【例1】请通过房子上冒着的炊烟和甲、乙两小

车上旗帜飘动的方向,如图1所示,判断甲、乙两辆

小车相对于房子的运动情况,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甲车一定静止

B.甲车一定向右运动

C.乙车一定静止

D.乙车一定向左运动

图1 例1题图

考点:运动与静止的相对性.
难点:对于初次接触参照物的八年级学生而言,

有思路且能思考出甲车和乙车的部分运动情况,但
是无法完整思考得出乙车的运动状态.

生活化创设情境:电风扇吹动系于小车上的细

纸带,如图2所示.

图2 电风扇吹动系于小车上的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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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电风扇、房屋和小车的移动来展现细

纸带飘动的方向,形象地展现习题的情境.
(2)移动甲车使细纸带的飘扬方向和情境相

同.
(3)移动乙车使细纸带的飘扬方向和情境相

同,展示甲车的3种运动情况:1)甲车静止,2)甲车

向右运动,3)甲车向左运动但满足v甲 <v风 .
高考评价体系对由教到学提出新的要求,过去

的物理习题课是教师讲学生练,学生常常感到空洞

乏味.如果能创设情境,将习题所描述的情境用生活

常见的材料展现在学生面前,营造更加亲切的学习

氛围,赋予物理习题新的生命力,从而激发学生学习

物理的兴趣,让学生从乏味负担到主动求知.
2.2 “再情境化”有助于理解规律成立的条件

【例2】如图3所示,A和B两木块被水平力F通

过挡板压在竖直墙上,木块和挡板都处于静止状态,

则关于木块A与B间的摩擦力说法正确的是(  )

A.物体A 对物体B 没有摩擦力

B.物体A 对物体B 的静摩擦力方向竖直向上

C.物体A 对物体B 的静摩擦力方向竖直向下

D.条件不足,无法判断

图3 例2题图

考点:静摩擦力的方向.
难点:物体A 和B 的受力分析.
生活化创设情境:使用书本、刷子和沾了油的棉

签再现情境,如图4(a)所示.
(1)将3本厚度不一的书和刷子相互紧靠,用一

根沾了植物油的棉签(减少不必要的影响)水平方

向对书本施力.
(2)通过观察书A和书B 之间的刷毛是否弯曲

以及弯曲的方向,即可判断书A 与书B 之间是否有

摩擦力以及摩擦力的方向.
(3)拓展讲解物体B 与墙面的摩擦力方向,物

体A 与挡板间的摩擦力方向,并通过刷毛的方向进

行强化巩固,如图4(b)、(c)所示.

图4 创设情境判断摩擦力的方向

新高考评价体系更加重视学习物理的情境,要
求我们改变以往物理习题教学中存在着重知识轻情

感和重解题轻体验的现象.部分物理规律和习题,学
生难以按照常规的解题思路进行分析和理解,用生

活材料呈现物理习题情境则可以降低认知难度,使
学生更准确更轻松地理解概念和认识规律,提升思

维认知能力.
2.3 “再情境化”有助于抽象模型的建立

【例3】如图5所示,有甲和乙两个装满水的完

全相同的圆台形容器,放置在水平桌面上,下列关于

液体对甲、乙容器底部的压力F甲、F乙,甲、乙容器底

的液体压强p甲、p乙 的说法正确的是(  )

A.F甲 >F乙,p甲 =p乙

B.F甲 <F乙,p甲 =p乙

C.F甲 =F乙,p甲 <p乙

D.F甲 =F乙,p甲 >p乙

图5 例3题图

考点:液体内部的压强及液体对容器底部的压

力.
难点:非圆柱容器液体压强的判断,液体对容器

底部的压力与容器底面积和压强有关,即F=pS.
生活化创设情境:使用天平、底部附着橡胶膜的

容器和液体,展示液体对容器底部压力的大小.
(1)将两块完全相同的玻璃放置在天平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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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上,并调节天平平衡,将两个附着了橡胶膜的容器

夹紧并固定在高于玻璃约1mm处,如图6(a)所示.
(2)将液体倒入容器中,液体作用于容器底部

的压力传导至天平左右盘上,通过观察天平倾斜的

方向,进而判断液体对容器底部压力的大小,如图

6(b)所示.

图6 使用天平等器材展示液体对容器底的压力

物理习题教学作为巩固物理知识的一个重要环

节,教师紧密结合学生生活经验,找到物理知识与实

际生活的结合点,利用生活材料设计贴近实际生活

的物理情境,锻炼学生自主构建抽象物理模型的能

力.从生活角度完善教学,从物理角度发现生活的趣

味.
2.4 “再情境化”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例4】一位体操运动员在水平地面上做倒立动

作,下列哪个图中沿每个手臂受到的力最大(  )

考点:力的合成与分解.
难点:当合力一定时,两个分力的夹角变化分力

是如何改变的.
生活化创设情境:水杯和弹性绳展示力的合成,

如图7所示.

(1)用弹性绳穿过水杯挂在水平轻杆上,弹性

绳形变越明显说明弹力越大.
(2)保持水杯处于静止状态,增大弹性绳的夹

角,夹角越大弹性绳的形变越大.

图7 用水杯和弹性绳展示力的合成

物理习题教学作为新时代背景下,培养学生素

养能力的有效途径,采用生活材料进行课堂探究演

示,打破习题课的局限.培养学生的探索能力以及创

新能力,提升学科素养中的实践探索这一综合品质,

对学生今后的发展有着完全不同的效果,有利于提

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3 总结

高考评价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试题情境这一考

查载体,通过设计生活实践情境和学习探索情境,实
现对不同内容、不同水平学科素养的考查.在物理习

题教学中添加生活化的材料再现物理情境符合学生

心理特点,课堂不再局限于物理教材,而是整合生活

和社会资源,从实际生活中选择学生司空见惯的材

料作为素材,将其应用于物理习题教学活动,能够降

低物理习题的思维难度,激发学生物理学习兴趣.让
物理真正地来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将物理知识转

化为最真实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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