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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生的学习行为应在真实问题情境解决中发生.学生的认识如果是直接从人类认识的结果开始,从概

念、原理开始,直接将知识“灌输”“平移”给学生,这虽然保证了学生学习的高起点、目的性与教育性,但也容易导致

把知识传递本身当作目的,忽视学生的主动认识活动.精心设计学生活动,从学生的体验开始,实现深度学习,是改

革课堂教学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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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置基于真实问题情境的活动 在体验中激活

深度学习机制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物理概念和规律的获

取过程是一种有意义的建构过程.学生的学习活动

不可能是自发的,缺乏必要的学习动机,展开真正的

学习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以任务驱动的学习方式,

为学生提供丰富而真实的情境,激发学生感悟问题

的情境,围绕任务展开学习,以任务结果反思和总结

学习过程,彻底改变以往那种一旦给出答案,学生就

终止想象,导致学生提出问题、探索问题的能力就越

来越弱的状况.
本节课,教师没有做任何预习、复习等方面的铺

垫,而是给出“测流量”这样一个挑战性的学习任

务.课堂一开始,直接设置了白鹤滩水电站开闸泄洪

视频(图1).画面中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一股股洪

流奔涌而出,全班学生被这样一个极具震撼力的真

实情境深深地触动.学生瞬间由外化而生动的情境

触发了丰富的内心体验.
师:请大家谈谈自己的感受.
生甲:水量大.

生乙:流速快.
……

图1 白鹤滩水电站开闸泄洪视频截图

(图片来源:https://www.bilibili.com/

video/av207858255)

学生有了直观、丰富的感受,受到有较强个性化

经验和知识的支配,个体感受不尽相同,但是,都靠

近“流量”概念,流量的概念呼之欲出.
教师没有让学生仅仅停留在“谈感受”的层面

上,而是趁热打铁,逐步引导学生形成科学的认知.
如何促使外部的直观感受和内部的认识结构发生实

质性的、有效的互动,发现问题的本质,需要教师引

导.教师接下来对学生的片面性感受进行了剖析.
师:流出水的量大,能说明流量大吗?

教师出示细管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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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我让这里的细管子一直流着,若干年后,流

出的水也很可观吧?

学生会意大笑.
师:那要怎么看这个问题?

排除了出现在如此震撼场面认识上的不足,为

概括出“流量”的概念打下伏笔,可谓水到渠成,顺

理成章,把问题明晰化变成主动探索的愿望.当学生

在面对问题情境而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利用时,指

向于将已知情境转化为目标情境的认知过程[1].
形成概念认知机制需要经历感性认识、思维抽

象的过程,事物本质属性和特征蕴藏在丰富而真实

的情境中.真实情境好比激发和唤醒学生经验的肥

沃土壤,在教师主导的引导、总结后,通过思维的深

度加工,不断接近事物的本质,为形成结构性的知识

做好准备.

2 唤醒“旧知” 促进经验向知识转化

视频给学生以直观体验:流量大(其流量之大,

18min装满容积是14万m3的西湖),这仅仅是学生

的直观体验,准确定义流量才是物理学的视角.
教师提出问题:

猜想:装满整个西湖需要的“18min”是怎么来

到的?

我们怎么比较流量?

教师引导:如何比较运动快慢?

为了给出流量的准确定义,教师所起的作用是

唤醒学生以往的经验,使其自觉走入教学状态,学生

联想和搜索相关“快慢”(如速度、加速度、功率等)

的定义,这是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中经验向知识

转化的第一步.
学生给出两种方案:方案一,相同时间,比较出

水量;方案二,相同出水量,比较时间.(图2)

图2 本节课课堂实拍学生测出水量

教师追问:如果时间和出水量都不同呢?

学生很快想到,比较单位时间内的出水量,并给

出流量的定义式Q=V
t.

用类比思维,在抽象出快慢的一般化特征后,形

成新的结构化知识:流量的定义.
师:如何不测时间,怎么计算流量?

通过计算,学生很自然得出Q=vS,只需要测量

出水管的面积和水在管道中的流速.
教师的适度引导,促进学生的个体经验向科学

概念转化,学习就有深度学习的典型特征.
至此,问题聚焦于“流速”.
问题:如何测流速? 请提出方案.
学习出于自身需求,带着探索流速测定的强烈

愿望,高度投入学习.在比较、论证、否定了各种方案

后,教师演示水管流出的水,用这以后的运动中确定

其初速度,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顺利提出本节课

的“平抛运动”主题.
教师设计了一个真实的、具有富有挑战性和开

放性的活动作为驱动,促使学生体验、观察、思考、分

析和推断,顺势引入平抛运动主题,这样的设计让课

堂立刻变得活跃起来,课题的引入变得顺理成章,学

生充满了对水流速度如何测量的期待,大大激发了

学生的主动参与知识构建的欲望.课堂引入部分用

了将近6min时间,这6min的时间对于一节课是

宝贵的,但是这样的教学实践,无论从新课程理念、

学生的认知规律,还是物理核心素养的培养角度来

说都是值得的.

3 用基于真实情境活动设计实现多元教育价值

在当前物理课堂教学中,由于沉积已久的应试

教育的惯性,“题海战术”虽然在理论界屡遭批判,

但教学的功利主义在课堂教学中并没有得到根本上

解决,教学始终徘徊在大量的封闭性问题之中、核心

素养的培养成空中楼阁;教育价值的单一化倾向严

重,缺乏丰富情境蕴藏的丰富的多元教育价值.
本节课最后平抛运动知识教学结束后,回到流

量测定任务,教师指导学生设计活动(小组).
师:如何测量水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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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让水流出做平抛运动,测出初速度,即出口

处水的流速.出水口的面积可以测量,根据Q=vS,

间接测得流量.
学生带着真实任务,在活动中加深对平抛运动

规律的理解.
师:需要测量哪些数据?

生:水的射程和出水口高度.
课桌上准备了一些实验器材:废弃饮料吸管(D=

1cm),自带饮料瓶,米尺,刻度尺,秒表.
师:如何使用课桌上的实验器材?

生:废弃吸管和水龙头连接作为出水口,刻度尺

测量高度和射程,刻度尺测量截面积.
教师提出如下问题:

(1)如何确定水的落点?

(2)如何确定管道是否水平?

……

测流量其实不是本节课的最终目的,本节课的

主题是平抛运动的规律.为了验证课堂上得出来的

平抛运动处理方法和由此得出的规律是否正确,是

否让学生信服,那么测流量活动的另外一个价值就

体现出来了.
师:同学们,我们得出来的平抛运动规律是否正

确,可以用测流量得出的结果进行验证! 怎么验

证? 同学们可以相互讨论.
教师提示:我们可以找一个切入点.
学生个个显得很兴奋,充满期待,课堂气氛达到

高潮.
生:我找的切入点是平抛运动的初速度.因为,

如果用规律:初速度为水平方向的射程除以时间,竖

直方向的自由落体运动求得时间,如果这样计算出

来的结果和测量结果一致的话,也就证明了,平抛运

动确实可以认为是水平方向上的匀速直线运动和竖

直方向上的自由落体运动的合运动.
师:关键是你怎么知道刚才这种初速度的计算

是正确的?

生:因为流量的计算有两种方法,Q=V
t
,Q=

vS,可以用一样的水流的平抛运动测在一定时间内

流出水的体积来验证.如果两次测得的流量相同,就

可以间接证明这种初速度的计算是正确的!

课堂掌声不止!

师:同学们课桌上老师让你们提前准备的空饮

料瓶和秒表的作用知道做什么了吗?

学生迅速展开了测时间和体积的活动,把两次

实验结果作比较.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基本吻合,至

此本堂课结束.
通过另外一个活动,用另外一个测流量的办法

检验流量计算的正确性,这样既可以检验流量的计

算正确性,获得流量的科学测量方法,又可以从一个

侧面佐证检验平抛运动的处理方法的正确性.至此,

在情境问题的驱动下,活动就有了溢出价值.

4 结束语

学生的学习,相对于人类认识成果经历的曲折

和大量的试误来说,具有起点高的特点,也就是说学

生是从认识的结果开始学习的,但是,课堂教学只注

重高度集约化的成果,无疑弱化了育人的价值追求.
随着学习环境的日益复杂,单一的信息加工理论已

不能全面地解释人的学习过程.深度学习的研究关

注学习的社会与情境认知层面,即从学习过程的内

部解释,转向了对学习内部与外部过程的整合.通过

教师对教学内容及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方式进行精心

设计,学生便能够简约地、模拟地“经历”人类发现

知识的关键环节,通过自己的活动将符号化的知识

“打开”,将静态的知识“激活”,全身心地体验知识本

身蕴含的丰富复杂的内涵与意义.
本节课,教师毫不吝啬地在测流量上花时间,得

出流量的科学定义,由定义确定决定流量的因素,但

是,课堂教学没有止步于流量的测定,而是用流量的

测定引出课题,同时又验证了课题中平抛运动的研

究方法和规律的正确性,没有将课堂教学变成一种

“给予”“灌输”的机械式、浅表式学习,既符合科学

认知规律,同时又极大提高了获取知识的效率,促进

了深度学习.课堂教学环节紧凑,课堂结构层次鲜

明,不失为值得借鉴的一堂好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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