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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是贯穿于教学全过程的重要目标和内容.作为课堂教学的开端部分,引课担负着重

要的作用.良好的引课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帮助学生搭建合适的架构,有利于把教师的教学目标转化为学生的学

习目标,从而为高效课堂奠定基础.笔者在引课教学中开展“引入迷思概念,引入典型问题,引入简易实验,引入小组

活动”尝试,试图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提供一种实践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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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背景下,摒弃“唯分

论”,矫正过去对“三维”目标认识的不同程度偏失,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已成为贯穿于教学全过程的重

要目标和内容.就高中物理学科而言,核心素养是指

学生在接受物理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

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带有物理特征的品质和

技能,包括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

与社会责任相关能力等4个方面.
引课是课堂教学的开端部分,时长一般只有5min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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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整个复杂有序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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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良好的引课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帮助学生

搭建出合适的架构,有利于把教师的教学目标转化

为学生的学习目标,从而为高效课堂奠定基础.传统

的引课,大多以知识点复习引入为主,虽然有利于旧

知识的巩固和建立新旧知识的联系,但囿于知识本

位,往往不能结合学生心理特点,形式较为单调,内

容较为枯燥.新课改的核心理念是以生为本,教师扮

演的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而非“控制者”,所以引

课宜针对学生心理特点,创设贴近学生生活和兴趣

的物理情境,调动学生学习物理的主观能动性.
基于此,笔者在引课教学中开展“引入迷思概

念,引入典型问题,引入简易实验,引入小组活动”

尝试,试图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提供一种实践可能.

1 引入迷思概念 启发“物理观念”认知

“物理观念”,是物理概念和规律在头脑中的提

炼和升华.学生对于某个“物理观念”的形成,最初

往往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感性认识.由于感性认识反

映的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如果未能对事

物的内部联系和本质进行科学提炼和升华,其“物理

观念”就会与科学理解有差异,就会形成迷思概

念[1].学生如果不能对迷思概念进行正确转变,日积

月累,会产生更多新的迷思概念.因此,教师在引课

中,引入迷思概念并进行集中突破,对于形成正确物

理观念,保证整堂课教学的顺利开展,都是极为重要

的.为此,教师可结合相关教学问题案例、学生问卷

调查与访谈等办法,进入学生的日常视野,了解学生

可能存在的“迷思概念”,思考为何出现这种错误理

解? 如何引导到正确理解?

例如,在“位移与路程”教学中,笔者针对学生

对于位移、速度等概念的理解有偏差的现象,在引课

中采用多媒体形式突破“迷思概念”:通过“高德地

图”手机录屏视频,播放上班和下班移动的过程,并

邀请个别同学回顾自己上学的过程,思考移动了多

少距离.再通过地图上两点间的距离和具体曲折的

路径,思考“位置移动”和“具体路程”的两种关系,

体会两个概念的区别:位移为位置的变化,在这里回

到原点位移是零;路程是运动轨迹的长度,在这里就

是实际走的距离.并联系即将开幕的运动会,思考学

校400m比赛运动员跑得那么累,如果竞技体育比

较的是位移大小,其实非常小,举出有趣的事例与现

实认知的反差.这样合理的引课在激发学生兴趣的

同时,建立了课本科学的“物理观念”和“迷思概念”

的矛盾性,有助于学生将“迷思概念”转变为正确的

“物理观念”.

2 引入典型问题 促进“科学思维”形成

“科学思维”,即学生对物理现象、物理过程、物

理事实的本质属性,以及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

系的能动性反映.科学思维对于学生深刻把握物理

事物的内在和本质,并对其进行思考、怀疑、批判具

有重要意义.在引课中设置典型问题让学生思考,可

有效培养和锻炼其思维能力.
那么,问题的典型性体现哪些方面呢? 笔者以

为有以下3点:

(1)适合学生心理特点,不仅要激发学生兴趣,

还需尽量与现实生活融合,即让学生在学到新知识

的同时,有效满足其在具体学习中的内在需要,切实

感受到物理知识的价值.
(2)注重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物理课程的教学规

律,站在学生的角度创设特有的物理问题情境.不要

涉及过难的问题,或者涉及知识点过多、超前的问

题,这会增加学生的认知负荷,反而困扰学生对知识

点的理解.
(3)具有一定的逻辑顺序,确保问题能环环相

扣、层层递进,不要显得突兀和跳脱.这需要教师对

该物理知识具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并有合理的逻辑

设计[2,3].
例如,在学习“牛顿第一定律”时,许多教辅资

料常见引课问题为“飞机在投弹时,攻击目标在正下

方,能否击中目标? ”该问题虽然是惯性知识点常

考题型,但学生很少有这类经历,超出了其认知经

验.这样,以一个陌生的情景学习陌生的概念,结果

只会适得其反.因此,这样的例子不适合在学习知识

点初期提出,可能更适合于已掌握知识点后的提升

训练.为此,笔者在引课中设置了这样的情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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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时坐公交车,前方突然出现紧急路况,一个急

刹车你会怎样晃动? ”由学生熟悉的情景引导学生

认知,容易理解物体具有一个保持原来运动状态的

性质.再进行模型提升,模仿飞机投弹设问:“部分同

学有不好的习惯,在行驶的车上打开车窗向街边垃

圾桶里丢垃圾,当经过垃圾桶时冲着垃圾桶扔,这样

能扔的进吗? ”如此层层推进,问题贴近学生日常,

在联想生活实际和思考物理现象中培养科学思维的

形成.

3 引入简易实验 提升“科学探究”能力

高中物理知识的特点是相对复杂多样,不仅有

理论知识的理解,还有众多物理规律的探究.较好的

实验探究对学生物理思维与观念的形成有决定性作

用[3].这正是核心素养中强调的“科学探究”,即对于

揭示科学规律时,强调培养学生手脑并用、归纳概括

的综合能力.高中学生已有较强的观察力,同时观察

目的也较明确,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此课中引入

简易实验,可以促进学生提升对不易理解的、抽象的

物理概念及规律的认知,在激发好奇心的同时,有更

加直观的感性认识.再通过适当引导与分析,将感性

认识上升到理论知识.当然,实验时间可能相对较

长,涉及的问题和内容也相对较多,所以教师可以和

其他课堂教学环节相结合,实验引课的时间可适当

放宽至10min左右.
例如在“超重和失重”的教学中,笔者利用实验

引入:放置一体重秤,取气球加水,从稍高处静止下

落,落到秤上,要求观察气球撞击秤后的形变,以及

秤示数的变化.用慢镜头回放,气球与秤刚开始相撞

“变瘪”,秤的示数变大,后气球“鼓起”,秤示数变小,

最后稳定.似乎重量“超过”重力又“低于”重力.由

此联想,提问学生如何在秤上面能有如此“减肥和增

重”效果,邀请学生静止站在秤上,并且突然蹲下和

突然站起,观察秤示数的变化.在体会真实的超重与

失重后联系牛顿第二定律,对气球和人体受力分析,

引导学生思考其内在规律.
又如,在学习机械波时,笔者引入时展示拔河所

用绳子,捏住一端上下振动,观察到“绳波”的传递.

用慢镜头回放,观察到类似于正弦波的传递.要求学

生思考如何产生“波”? 展示4个相同“弹簧振子”仪

器并排放在一起(图1).先邀请同学拉动第一个小

球使其上下振动,其余小球不动 ——— 引导学生回顾

单个质点在其平衡位置做机械振动.提问:如何改进

实验,可以见到“波”的现象? 类比绳波每个质点间

都有弹力带动后一个质点运动,将小球用细绳左右

相连(图2),再一次振动第一个小球,观察到“波”的

现象(图3).让学生在观察中提升从“振动”到“振动

的传播形成波”的物理概念认知.

图1 互不关联的弹簧振子

图2 细绳相连的弹簧振子

图3 振动形成波

正如教材所说,物理学中概念的形成都赖于实

验,其正确性不断受到实验的检验.教师还可以在引

课中展示各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实验,还原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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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探究曲折艰难的过程,即使是在探索的过程中失

败也是具有科学与教育价值的.例如展示伽利略斜

面理想实验,邀请同学进行课堂演示实验,几次实验

中小球都不会到达同一高度,似乎是“失败”了 ———

这算是埋下伏笔.待之后在课堂教学中明了在真实

实验中摩擦力的影响较大,理想模型难以完成时,学

生会真切感受到伽利略伟大猜想的魅力和不断追求

科学真理的精神.

4 引入小组活动 养成“科学态度与责任”

“科学态度与责任”,是指认识科学本质,理解对

科学和技术应有的正确态度以及责任心.这是一种

知行高度统一的素养,而小组活动以学习小组为基

本形式,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强调同学间互助学

习,共同达成教学目标,显然是养成“科学态度与责

任”的良好实施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开展小组活动

要做足功课,切忌流于形式,出现费时费力、效率低

下的问题,要明确主题和任务,并且可与课前作业、

课中教学结合起来,努力做到教学效率最大化.
课前可布置小组活动作业,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1)主题与当前教学相关,保证趣味性的同时,

难度适中;

(2)有意识地扩大组内同学学习能力差别,这

有利于同学间相互学习合作和影响;

(3)教师要做好监督与引导,确保小组合作学

习的成效;

(4)教师要善于在小组讨论后进行总结,保证

小组活动及时反馈.对成绩优秀的小组成员给予表

扬,对表现积极的学生也要给予表扬,给学生带来成

功的学习体验,从而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和集体荣

誉感.
例如,针对班级中有不少摄影爱好者的情况,笔

者展开“身边的物理现象摄影”小组活动.在课前根

据学生相应能力和分工进行分组.周末分发小组活

动任务单,要求拍摄生活中与物理相关照片,题材不

限,解释原理和查找相关现实应用.该活动激发了许

多学生寻找物理现象的积极性,在组长的组织下,各

位成员小组合作,分工完成对该物理现象的原理查

找、解释、相关应用等任务.引课时由各组派出代表,

上台介绍本组的摄影作品.在整个小组过程中,同学

有对新知识的学习,对旧知识的总结,对生活各类现

象物理应用原理的探索,激发了创新思维,取得了较

好的成效.
图4和图5为学生拍摄的生活中与物理相关的

照片展示.

图4 学生作业:光

图5 学生作业:塔罗牌拱桥

总之,以核心素养培养为导向的物理教学,要求

我们重视物理概念、规律教学,科学思维方法的应用

教学和实验教学,要求我们关注学生真实的情感体

验,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本文所述的“引入

迷思概念,引入典型问题,引入简易实验,引入小组

活动”,还只是在引课教学中的尝试,笔者将在教学

实践中不断总结,期待更大的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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