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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一轮课改掀起了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浪潮,涌现了较多的课例来展示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其中

探究教学在初中物理教学中被广为推崇.教师在处理探究教学时,存在“一刀切”的现象,如不注重创设情境,物理

问题缺乏梯度,探究内容单一,忽视思维方法的建立.主流的教学能较好地得出结论、规律,但无法更全面地提升学

生的素养.因学生的原认知水平、思维能力、操作能力、表达能力等多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有

待于优化.研究从情境创设、梯度问题、探究内容、过程方法以课堂实例分析教学方式的优化,提供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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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已成为广大教师的共识,

各类教学活动、评比也常将“围绕学生核心素养的培

养”作为主题.近些年,探究教学已成为提升学生素

养的有效方式.增加学生动手实践、动脑思考的机

会,对学生实践能力、思维能力的提升确实有较大的

帮助,但教师在实际组织教学时,往往把侧重点放在

某个实验的优化,更多考虑的是共性问题和较为单

一的教学问题.对于探究前的情境创设、问题本质的

挖掘、探究内容的多样化无法顾及不同层次的学生,

探究开展中重结论轻过程,探究后的反思不够.
教材的编写也为探究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帮助,

各章节内容中有直观的图片、丰富的活动、必要的讨

论、有效的问题等.因此,教材有较好的普适性,但难

以提供较精准的教学指导,存在一定的教学优化

空间.
教师在教学中较关注学生群体与群体间的差

异,能基于学生的群体差异调整物理教学难度,这里

所说的教学难度调整也较局限于精选试题,因此,课

堂教学优化的内容也很局限.因学生的个体不同,学

校间、班级间、班级内的学生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教

师需要在教材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学生的特点,尽可

能地关注到每一类学生,将学生的差异特征作为一

种教学资源,从而更有效地设计教学环节,组织教学

进程.倘若要以关注每一位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教学

难度较大,以某一教学组织方式、基本教学环节撬动

每一位学生的思维,培养其多方面的能力则较为可

行.本文以华师大版《科学》教材中“压强”概念教学

为例,谈谈如何根据学生差异优化课堂教学方式,以

求素养的点滴生成[1].
根据学生的思维能力差异,将学生总体上分为

第一层次(思维能力较强),第二层次(思维能力中

等),第三层次(思维能力较弱),实践能力也对应分

为第一、二、三3个层次.

2 传统文化情境 凸显人文底蕴

2.1 教学过程

2019年7月21日晚,CCTV 10科教频道播出

《中国影像方志》慈溪篇.其中介绍慈溪美食记时,

开篇介绍的不是美食,而是介绍了一种滩涂交通工

具 ———“泥马”如图1所示.这是一种慈溪特有的

“赶小海”,人们利用它可以在滩涂上滑行如飞,大大

地方便获取美食“泥螺”.以此引入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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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滩涂交通工具 ——— 泥马

2.2 教学分析

按照教材的顺序是先学习“压力”,再认识“压力

的作用效果”,进而理解“压强”概念.有序但抽象,

缺乏必要的情境引导,所以需要选择一个适合的情

境,将学生“置于”蕴含压强知识的情境中[2].该教

学情境中的“泥马”有趣、有味、有义.环境特殊,交

通工具特别,它虽然在我们周围但又不熟悉,能激起

3个层次学生的兴趣,捕捉学生的视线与思维.第二

层次的学生能用摩擦力知识解释其滑行如飞的原

因,第三层次的学生能理解同学的解释.第一层次的

学生此时虽然没有学过压强,但能较完整地解释这

种交通工具在滩涂使用时,不容易陷下去的原因,另

两个层次的学生很赞同这种说法,因此显得有味.很

多当地的学生熟知“泥螺”,但对“泥马”并不熟悉.
这种特有的交通工具,体现了我们慈溪的地方文化

特色,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弘扬传统文化,提升

学生的科学情感,所以也很有义.该情境,立足学生

差异,摒弃从抽象的“力”引入新课,介绍传统文化,

凸显人文底蕴,为学生建构“压强”概念做好了

铺垫.

3 设置衍生问题 形成理性思维

3.1 教学过程

从上例“泥马”中,引出问题:“当人完全站在泥

马上,泥马受到的压力大小与什么力相等? ”择取

第三层次的学生回答,生:“人的重力.”衍生问题1:

“生活中压力大小一定等于重力大小吗? 试举例说

明.”择取不同层次的学生回答,答案出现分歧.第

三层次的学生较多认为“等于”;第二层次的学生认

为“不一定”,但不能较好地举例;第一层次学生认为

“不一定”,能较好的举例归纳.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

剖析,发现了学生的思维差异,找到了对于该问题出

现分歧意见的原因是对压力状态的情境分析不同.
继而让第一层次的学生利用身边的器材,文具袋、课

本来演示说明压力和重力的大小关系.以生教生,帮

助消除片面的认识.给第三层次学生实验演示的机

会,实验“将一物体放在台式电子测力计上,缓慢地

抬升测力计的一端,观察台式测力计的示数变化”,

进而描述观察到的现象.衍生问题2:“压力与重力

除了大小不同,还有其他不同吗? ”第二层次学生

普遍能说出力的方向差异;第一层次学生在老师的

引导下能分析力的成因,力的作用点差异;第三层次

学生能认同一、二层次学生的观点.通过理论与实证

让3个层次的学生互帮互助认识到压力与重力是两

种不同性质的力.衍生问题3:“放置在水平桌面上

的物体,它对桌面的压力大小为什么等于重力大

小? ”这是刚才的共识,第一层次的学生也认为这

不用解释.迁移运用平衡力和相互作用力知识,可对

上述两力相等做合理分析.先从二力平衡角度分析

可知,桌面对物体支持力大小等于物体重力大小;再

根据相互作用力可知,桌面对物体的支持力等于桌

面受到的压力;进而得出此状态下压力大小等于物

体的重力大小.

3.2 教学分析

把物理问题设置得有梯度就能发现不同层次学

生存在的问题.上述4个问题,层层递进,找准了不

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障碍点,在老师、学生共同的努力

下实现对问题的最终解决.把机会留给需要的学生,

给学生表现自我的机会,既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

能肯定他人的正确观点,求真务实,携手共进,形成

理性思维.

4 细分探究活动 提升探究技能

4.1 教学过程

活动性质可以分为体验性活动和探究性活动.
如图2所示是教材中的第一个活动,属于体验性活

动[1].让学生独立完成,以此来感知受力面积大小引

起力的作用效果差异,也便于为如图3所示的探究

活动作出准确的猜想[1].活动1教材中的问题是“当

左右手指用力顶铅笔两端时,感觉有什么不同?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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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什么? ”.该问题指向受力面积大小影响压力的

作用效果.在此基础上再设置一个问题“适当用力后

这种感觉有什么变化? ”.该问题旨在帮助学生建立

压力大小对压力作用效果的影响.细化体验活动,增

强体验效果.活动2是探究性活动,教材给定了实验

器材,方便学生设计操作,但束缚学生思维.为此课

堂中提供了更多的实验器材供学生选择,例如海绵、

细沙、橡皮泥、钩码、多种材料的金属块、气球、矿泉

水瓶等.

图2 手指顶铅笔活动

图3 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装置

4.2 教学分析

课标中指出科学探究所需要的基本技能包括观

察技能、实验技能、合理合法地收集、处理和发布信

息的技能[3].技能不是靠教师反复强调所能获得的,

而是需要通过在具体的活动情境中反复实践所习

得.而在实际的教学中,实验往往为实践能力处于第

一层次的学生服务,第二层次的学生通常就简单地

收集信息,第三层次的学生有时就只成了看客,连观

察的技能也得不到锻炼.上述的体验性活动较为简

单,每位学生一起体验,把体验感觉的描述留给第三

层次的学生,把活动2的猜想留给第二、三层次的学

生.引领参与活动,真切体验活动.活动2材料丰富,

不同层次的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实验材料获得多种

实验现象,从不同的现象分析得出实验结论.多材料

的实验情境下,顺应学生的认知特点,更有利于实验

结论得出,在多重的比较中还能发现新的科学问题.

5 体现过程方法 提升方法技能

5.1 教学过程

上述用到多种实验器材,学生设计出多种实验

方案,可提升学生控制变量的能力.在实验方案评析

的过程中,反映出很多学生对变量控制的疏忽,因

此,多种方案的分析,能使学生思维的严谨性得到提

升.实验现象的观察体现了转换法的思想,压力的作

用效果是通过观察细沙(或橡皮泥、海绵)等材料的

凹陷程度来体现的,利用材料易形变的特点来显现

出压力的作用效果差异.
“压强”是一个用比值来定义的物理量,这非常

类似“速度”的定义.如图4是完全相同的砖块的叠

放方式[4].学生在完成上述探究活动后,能顺利比较

A和B或A和C对水平面的压强大小,但不易比较B
和C对水平面的压强大小.在比较物体运动快慢的

时候,我们曾经历类似的方法,比较相同时间所通过

的路程长短,比较通过相同路程所花时间的多少.当

时间不同,路程也不同时,科学上引入了“速度”概

念.联系上述的探究活动,再类比“速度”概念的得

出,引出“压强”概念.

图4 相同砖块的不同叠放方式

5.2 教学分析

“压强”概念的得出运用了控制变量法、转换

法、比值法定义物理量.按照课本常规的教学思路,

只能在一套器材中运用控制变量法、转换法.上述活

动提供选择的器材多,容易暴露学生对控制变量法、

转换法运用所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又能深

化学生对控制变量法以及转换法的理解.在多种方

案的背景下,评价方案的可行性机会更多,特别有利

于第二、三层次学生掌握科学探究中对两种方法的

运用,开阔各层次学生的视野.比值定义物理量法在

(下转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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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这样的描述,例题2(课本题)的表述就比较

妥当.

6 总结

本文较深入地探讨了流体情境中的两个基本问

题(相互作用力、喷射功率),对学生解题过程中的常

见误区及错因进行了分析澄清,说明了从动量、能量

不同角度解决同一问题时应如何更准确地确定研究

对象、理解概念含义、把握规律应用范围并更合理地

构建模型等,从多方位、多角度提供了正确理解流体

情境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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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BrieflyonInteractionand
PowerIssuesinFluidSituation

DuanBaowei ZhangYanyi
(HighSchoolAffiliatedtoRenmingUniversity,Beijing 100080)

Abstract:Fluiddynamicproblems,suchastheimpactofwaterflow orafountain,arepracticaland

interesting.Byanalyzingtheforceandpowerintheimpactofwaterflow,studentscoulddeveloptheirabilitiesto

buildfluiddynamicmodelsandsolvepracticalproblems.Wefoundthatstudentsusuallygetcontradictoryresults

byusing momentum methodandenergy method,whichisconfusing.Inthispaperwecorrectedstudents′

misunderstandinginphysicslawsandconcludedthatconsistentresultsshould bereachedfromthesetwo

different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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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教学中容易被忽略,教师往往不联系其他物理量

来学习新的物理量,物理学中很多物理概念的学习

都用到了类似的学习方法,诸如密度、功率、场强等.
“速度”学生较为熟悉,在小学数学中就已经学习过

大量的“速度”问题,利用“速度”来比较学习“压

强”,降低了“压强”概念建构的难度,特别有利于第

三层次学生对新概念的理解.
如果把每一个阶段作为一个起点,那么每一个

起点学生都有不同的差异.原认知、思维、实践、表达

这些都因个体而异.教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此

中的“序”既包括了知识内部的“序”,也包含了学生

自身认知的“序”.就如差异教学理论所认为的:学生

的个体差异是教学活动的起点,更是一种取之不尽

的教学资源.实践中,我们要努力创设条件,优化物

理课堂教学,最终实现差异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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