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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质量问题是驱动学习的基石,诱导学生提出高质量问题并进行探究是促进深度学习的有效路径.文

章提出:基于切身体验,诱导提出挑战性问题;基于互动引导,诱导提出本质性问题;基于合理质疑,诱导提出批判性

问题;基于回顾反思,诱导提出整合性问题;基于问题解决,诱导提出拓展性问题的教学策略,并以“力的分解”教学

为例进行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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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教学中教师会提出很多问题,让学生回

答,即师“问”生“答”的单向形式,学生的主体地位

没有凸显,教学应诱导学生尝试提出问题,尤其要提

出高质量问题[1],唤醒学生的主体意识,促进深度学

习真实发生.

1 高质量问题和深度学习的内涵

1.1 高质量问题

高质量问题是落在学生“最近发展区”内,能有

效整合零散知识点、形成概念性理解、突出知识本质

并促进批判性等高阶思维发展和思维品质提升的问

题.高质量问题具有挑战性、本质性、批判性、整合性

和拓展性等特征[2].

1.2 深度学习的内涵

深度学习是在教师引领下,学生围绕具有挑战

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

展的有意义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调理解学科

的核心知识、把握学科的本质及思想方法、发展批判

性等高阶思维能力,形成积极的内在学习动机、高级

的社会性情感和正确的价值观.其包括联想与结构、

活动与体验、本质与变式、迁移与应用、价值与评价

5个基本特征.

2 诱导学生提出高质量问题是促进深度学习的有

效路径

  诱导学生提出高质量问题是在良好学习氛围

浸润和支持下,使得学生打开思维,勤于思考、勇于

探索、敢于表达和乐于分享.

首先,提出高质量问题是深度思考的过程.诱导

学生提出高质量问题是超越表层理解,深入到知识

的内层,把握知识背后的逻辑、思想、意义和价值的

过程,所以提出高质量问题需要深度思考、理解本

质,有效促进深度学习[3].

其次,提出高质量问题是关联整合的过程.高质

量问题本身不是零散性的,一对一的问题,而是一对

多的整合性问题,对高质量问题的思考和探究有助

于实现对知识的高位理解和迁移应用,获得学科大

概念,有效促进深度学习.

最后,提出高质量问题是协作反思的过程.高质

量问题的提出往往不是靠某个学生,需要依靠团队

的力量,通过小组甚至全班整体的协作交流、相互评

价和审辩反思,促进高阶思维发展和思维品质提升,

有效促进深度学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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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诱导学生提出高质量问题的教学策略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构建了:基于切身体验,诱

导提出挑战性问题;基于互动引导,诱导提出本质性

问题;基于合理质疑,诱导提出批判性问题;基于回

顾反思,诱导提出关联性问题;基于问题解决,诱导

提出拓展性问题的有效教学策略,并在“力的分解”

教学中进行具体应用实践.

3.1 基于切身体验 诱导提出挑战性问题

切身体验是学习的基础,是学生参与课堂学习、

参与知识建构、参与团队协作的主要方式,学生在切

身体验过程中才可能会发现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

问题,此时需要给学生机会,自主提出有挑战性的

问题.
教学案例:课前让两个男生到讲台上完成一个

小游戏.两个男生分别抓住绳子的两端,站在较远的

位置,用力拔河,发现势均力敌,且绳子被拉紧呈水

平状态,此时老师在中间挂一个质量为5kg的秤

砣,如图1所示,发现这两个学生再怎么用力,绳子

都不能被拉平.

图1 拉秤砣游戏示意图

对于这个体验过程,很多学生提出研究问题:绳

子为什么不能再被拉成平直状态?

师:上节课学习的“力的合成”的基本思想是

什么?

生甲:两个或多个力可以用一个力来等效替代.
师:世界是对称统一的,大家能不能从这个视角

出发提出一个对称的、反向的问题加以研究呢?

生乙:一 个 力 能 不 能 用 两 个 或 多 个 力 等 效

替代?

接下来借助力的合成的实验器材,教师先用一

个细绳套将橡皮绳的节点拉到某一点O,先让两个

学生分别用两个细绳尝试将节点再次拉到O 点,然

后让3个学生分别用3根细绳尝试将节点也拉到O
点,如图2所示,从而得出“力的分解”概念.引导学

生讨论:对于力的分解大家能不能提出一些想研究

的问题呢?

图2 拉力演示

生丙:如何分解一个已知力? 要用到什么运算

法则?

生丁:一个已知力与分解后的几个力有什么大

小和方向上的关系?

学生提出的问题先让其他学生尝试进行解答,

分析得出力的分解应该是力的合成的逆运算.

3.2 基于互动引导 诱导提出本质性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对其他学生或老师的观

点进行思考,并阐述分析的依据,在这个过程中促进

师生、生生间充分的对话互动,在互动中一步步接近

问题本质,诱导学生提炼出触及知识核心与本质的

问题.
既然力的分解是力的合成的逆运算,本节课还

有什么好研究的呢? 引导学生思考提出问题.
生戊:两个力只能合成一个合力,而一个力可以

分解为大小和方向不同的无数组分力,在实际问题

中究竟该如何分解一个已知力?

师:这位同学提出的问题很好,这就是我们本节

课所要解决的本质问题.
生活实例:现代化农业中通常用拖拉机拉着耙

耕地,如图3所示.

图3 拖拉机拉耙

提出问题:现要研究耙的运动以及对陷入泥土

中深度的影响,拉力F 需要如何分解?

对于这个问题先让学生自主分析,发表自己的

观点后大家相互评价,并说明评判的依据.大多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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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感觉要向水平和竖直方向分解,但不是很确定,接

下来通过一个体验帮助学生理解.
这个体验活动由两个学生合作完成,器材是一

个透明玻璃砖(在一个面中间系一个细绳),将玻璃

砖放在一个学生手上,手尽量保持水平,另一个学生

斜向上逐渐增大拉力使玻璃砖运动起来,如图4所

示.体验后分别让两个学生说说自己看到的现象和

体会到的感受.

图4 合作体验

生己:刚才我看到玻璃砖水平向左运动起来了,

说明拉力在水平向左方向上有一个分力.
生庚:我的手感受到的压力变轻了,说明拉力在

竖直向上有一个分力.
一个力不加限制条件可以任意分解,这里向水

平和竖直方向分解是根据问题研究的需要,也就是

在具体情境中要按“需”分解.

3.3 基于合理质疑 诱导提出批判性问题

合理质疑是基于一定的证据或逻辑推理对一些

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能有效激发学生探究和深度思

考的积极性.在合理质疑中促进学生对原有认识进

行重新审视,诱导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并进行探究,有

助于促进学生理性思维发展和思维品质提升[5].
在刚才的体验中将手换为垫纸板,现在将玻璃

砖放在垫纸板上,缓慢的增大垫纸板的倾角,发现增

大到一定角度后,玻璃砖会下滑,学生认为这是重力

作用的缘故.
接下来让学生自己建构物理模型进行分析,模

型如图5所示,斜面上重为G 的物体,学生提出问

题:现在重力G 该如何分解呢? 对于这个问题学生

根据前面的方法迁移,重力G 要根据实际问题研究

的需要来分解.如果现在研究重力G 对物块沿平行

于斜面方向和垂直于斜面方向的运动的影响,重力

G 需要沿哪两个方向分解?

图5 建立模型

沿斜面向下得到分力F1,垂直斜面向下得到分

力F2,引导学生继续提出问题:当增大斜面的倾角θ
时,F1 和F2 的大小将如何变化?

用刚才的玻璃砖继续进行体验,这次由一名同

学完成,一只手托在垫纸板正下方,另一只手拉着细

线(细线平行于斜面),缓慢增大垫纸板的倾角,感受

两只手受到的作用力大小,如图6所示,通过体验学

生能感受到F1 增大、F2 减小.

图6 体验变化

一些同学提出质疑:手的感觉不大准确,有没有

更加科学的方法进行说明?

方法1:根据图5的模型,利用数学知识进行计

算,构建直角三角形,得到F1=Gsinθ,F2=Gcosθ,

当θ增大时F1 增大、F2 减小.
方法2:借助DIS平台间接测出F1和F2的大小变

化,利用朗威的“力的分解演示仪”,如图7所示,从零

到趋近90°增大倾角,观察F1 和F2 的变化情况.

图7 力的分解演示仪

3.4 基于回顾反思 诱导提出整合性问题

在课堂结束或课中对学习的过程、获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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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探究的方法进行回顾反思,并将新知识与已有知

识或经验进行逻辑、意义关联,提出能将新、旧知识

联结在一起的整合性问题.
利用图7的“力的分解演示仪”还可以进一步验

证力的分解遵循平行四边形法则.首先,从理论上分

析:当G=2.00N,θ=30°时,F1=1.00N,F2=1.73

N.然后将力的分解演示仪倾角调到30°,确实发现

两个方向测力计的示数是1.00N和1.73N,θ还可

以调到45°和60°进一步验证,这里不再赘述.
回顾之前所学:位移、速度和加速度也是矢量,

诱导学生提出问题:它们的叠加是否也遵循平行四

边形法则呢?

可以用学生熟悉的位移进行验证,如图8所示,

发现位移的叠加应该是三角形法则,经过平移后得

到三角形法则与平行四边形法则实质上是一样的.
从而对矢量有了全新的认识:既有大小又有方向,并

且相加时遵从平行四边形法则(或三角形法则)的

物理量叫做矢量.

图8 位移的叠加

这里通过对所学新、旧知识的反思整合,获得学

科大概念:矢量的叠加满足平行四边形(或三角形)

法则,使学生对平行四边形法则、矢量的意义和内涵

认识更加深刻与全面.

3.5 基于问题解决 诱导提出拓展性问题

问题解决过程是促进深度学习的重要方式,能

在真实复杂的情境中解决现实问题也是评价深度学

习是否发生的重要依据,教学中通过创设情境让学

生提出问题进行解决,并在解决过程中诱导学生提

出拓展性的新问题,达到灵活迁移的目的[6].
真实问题情境: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很多高大

的桥,它们都建有长长的引桥,如图9所示为苏通大

桥,引导学生提出问题,为什么要建长长的引桥呢?

上坡时重力沿桥面向下的分力是阻力,倾角越

小则阻力越小,有助于汽车上坡,下坡时,重力沿桥

面向下的分力是动力,倾角越小分力越小,不至于刹

不住.这里进一步引导学生提出拓展性问题:引桥的

坡度大小取决于哪些因素呢?

图9 苏通大桥的引桥

虽然学生提出的有些问题当时没法解决,如上

述问题,但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后续学习铺垫.除了上

述应用,力的分解在体育项目中也有很多实际应用,

例如无动力帆船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之一,其仅利

用风力吹动帆布得以前进,如图10所示.由于航行

过程中风向无法预知,此时引导学生提出拓展性问

题:如果它遇到顶风时,如何继续航行呢? 可以让学

生课后查阅资料,分析无动力帆船能在逆风中航行

的原理,下节课可以交流分享.

图10 帆船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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