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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义务教育物理课程作为科学教育的组成部分,是以提高全体学生科学素养为目标的.此阶段的物理课

程不仅应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而且应注重对学生兴趣、探究能力、创新意识、科学精神等方面的培

养.结合建构主义的理论体系,以“电压和电压表的使用”为例,研究了物理知识建构、内化以及应用中的几种教学

设计模式,意在让学生在不同知识层次的获得中同时得到科学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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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科的核心素养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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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要培养学生的物理核心

素养就要求教师不是一味地灌输知识,而是培养知

识建构、科学推理、综合分析等科学思维方法的能力

与品质.
而建构主义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和发

现,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在教学中要利用情境、

协作、会话等学习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

性和创造性[1].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设计的课程,

可遵循活动性、主动性和建构性原则,能够更好地达

成培养学生物理核心素养的目标.本文对 “电压和

电压表的使用”进行教学活动设计,让学生经历“问

题—猜想—探究活动—结论”的过程,让学生在主

动建构知识的过程中实现物理核心素养的提升.

1 概念的构建 ———“支架式教学”

1.1 课堂实录

师:(实验演示)打开水轮机开关,观察到什

么? (实验演示装置见图1)

生:水轮机转动.
师:谁推动水轮机转动?

生:水.

师:水定向移动的原因是什么? 有什么好办法

能让水轮机持续转动?

生:讨论思考回答.

图1 自制水流演示教具

师:(实验演示)抽水机提供了持续的水压形成

水流,让水轮机持续转动.
师:(实验演示)类比看电路,闭合开关,灯泡亮

了,说明什么?

生:有电流通过了灯泡.
师:电流是怎么形成的? 类比水流的形成,思考

讨论.
生:(学生讨论)电路中的电源提供了电压,形

成了电流.电压是形成电流的原因.(PPT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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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支架式教学”设计意图

支架式教学模式是以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提

出“最近发展区”为理论,从建筑行业的“脚手架”获

得启发形成的一种教学模式.该模式遵循学生智力

的“最近发展区”而建立,在“最近发展区”搭建“脚

手架”来连接、延伸、扩展学生对问题的认识与理

解,将学生的智力水平从一个层面提升到另一个

层面[2].
“电压”是比较抽象的,学生不容易理解,所以

本节课使用了具体形象的水轮机模型演示持续水流

的形成,给电流、电压概念的理解搭建“脚手架”.教

师启发引导“水流形成”的思考,然后让学生自己去

分析电流的形成,再通过小组协商、讨论,在共享集

体思维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对 “电压”全面、正确的理

解.即通过水路和电路的类比,使学生对电流和电压

有直观的认识,完成对所学概念的建构.此种教学模

式要求在教学中留给学生一定的空间展开讨论,摒

弃传统教学中教师独占整个课堂的现象.

2 学生”试错”中的知识内化 ———“体验式学习”

2.1 课堂实录

(引导比较)观察电压表跟电流表,找出它们的

共同点和不同点.
生:(知识回忆)电压表上符号是 V,共同点是

两表都有两个量程,两个正接线柱和一个负接线柱.
师:电压表使用起来是否也跟电流表相似呢?

回忆一下电流表的使用.
(演示实验)

师:用电压表来测灯泡两端的电压,怎么连接,

动手试一试.
(学生分组实验)

生:(实验反思)电压表一旦串联,用电器都不

能正常工作,因为电压表对电流阻碍作用特别大,所

以电压表串联相当于断路,只能并联.
师:对,这是电压表和电流表使用上最大的区

别.电流表不能直接连电源,电压表能不能?

生:(学生讨论)电流表直接连电源会导致电源

短路、电流过大,而电压表相当于断路,可以直接连

电源.

2.2 “体验式学习”设计意图

建构主义强调学习不是由教师向学生传递知

识,也不是简单的信息积累,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的认

知过程.在教学中教师通过一系列的设计安排尽可

能地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参与学习,完成对知识的

完全内化.
本节课前学生已经会正确使用电流表,教师引

导用比较的方法让学生 “试错”,找出电压表和电流

表使用的异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由于新旧经验的

冲突而引发概念转变和结构重组,在主动探究中内

化知识,学起来轻松而又印象深刻[3].这种体验式学

习的模式,采用分组实验来让学生掌握电压表的使

用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观察、交

流、评估和反思的能力.教师在课堂活动中帮助、促

进学生活动和思维训练,让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建构

对知识的理解.个人有独立理解,同时又通过合作学

习获得全面理解.

3 实验探究实现知识的应用 ———“情境式教学”

3.1 课堂实录

(实验演示)圣诞树灯亮起来(遮住电源).(实

验演示装置见图2)

图2 土豆电池演示图

师:(知识应用)谁提供电压?

师:电源揭秘 ——— 土豆电池.电池提供多大的

电压才能让灯都亮起来?

生:猜测.
师:利用今天所学自己动手测一个土豆提供的

电压.同时请一组同学来测这个由多个土豆串联后

的电压.
(学生分组实验,实验装置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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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分组测量土豆两端电压实验器材图

生:(交流评价)一个土豆两端的电压是很小

的,多个土豆串联起来可以提供较大电压.

3.2 “情境式教学”设计意图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的情境性,认为创设情

境是实现建构的必要前提,是教学设计最重要的内

容之一.“情境式教学”以使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生

活中的问题为目标,学习者在真实情境中试图找到

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4].
本节课末利用对土豆电池的探究将整节课的重

要知识串在一起,实现知识的总结和应用.先引发学

生的好奇心,再让学生应用所学知识来解释现象,在

不断引导中让学生意识到电压表作为测量工具,可

以进行更多的问题探究.学生在探索和合作交流中

又会有新的发现 ——— 想获得较大的电压可以把多

个电池串在一起.
物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学设计中积

极创设与生产生活实际紧密联系的情境,使学生可

以通过真正的实践,将学到的知识得以升华获得实

际意义,这必然大大提高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增强他

们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创造力.
以上3种教学模式是在“电压”这一课中结合学

情,适合不同知识层次要求设计的.为了更好地培养

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该

时时提醒自己:在我的教学中学生是否自始至终扮

演着主体的角色,有没有兴趣盎然地被所学的知识

吸引,能不能在主动探索中建构知识并在问题解决

中灵活地应用,是不是在课堂学中不仅内化了知识

还获得了探究的能力.只有做到以上这些,才能达到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中提高物理核心素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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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eachingModelBasedonKnowledgeConstruction
———Taking“VoltageandtheUseofVoltmeter”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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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componentofscienceeducation,compulsoryeducationcurriculumofphysicsaimstoimprove

thescientificqualityofallstudents.Atthisstage,physicscoursesshouldnotonlyfocusonimpartingscientific

knowledgeandtrainingskills,butalsooncultivatingstudents′interest,explorationability,innovation

awareness,scientificspiritandotheraspects.Combiningthetheoreticalsystemofconstructivismandtakingthe

useofvoltageandvoltmeterasanexample,thisstudyinvestigatedseveralteachingdesign modelsinthe

construction,internalizationandapplicationofphysicalknowledge,aimingtoenhancestudents′scientificquality

whileacquiringdifferentlevelsof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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