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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度学习是培养核心素养的重要途经,借助深度学习的发生机制、维持机制、促进机制和支持机制,有

助于帮助学生建构物理概念,深化对物理规律的认识.以“变阻器”为例,开展基于深度学习理念的教学实践,让学

生经历概念建构的过程,提升学生的科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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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度学习的实现机制

1976年,FerenceMarton和RogerSaljo在对比

浅层学习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深度学习的概念,开
启深度学习概念化研究之路.《现代汉语小词典》对

“深度”的解释是向下或向上的距离、触及事物本质

的程度和事物向更高阶段发展的程度[1].可见,深度

学习是触及心灵深处的学习,是深入知识内核的学

习,是展开问题解决的学习[2].

结合国内外学者的诸多研究和著述,李松林等

针对深度学习在中国中小学课堂中的实践瓶颈,将
深度学习的实现机制归纳为:发生机制、维持机制、

促进机制和支持机制.情景诱发 — 问题驱动是深度

学习的发生机制,切身体验 — 高阶思维是深度学习

的维持机制,实践参与 — 问题解决是深度学习的促

进机制,在线学习 — 现实虚拟是深度学习的支持机

制[3].基于《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

“变阻器”的教学要求,结合深度学习的实现机制,

本节课教学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深度学习理念的教学流程图

  将深度学习的4个实现机制运用到初中物理教

学中,可以避免枯燥、碎片化的概念堆砌,有利于物

理概念的建构、深化、运用和迁移,在问题解决中培

养高阶思维、发展核心素养.

2 变阻器的教学设计

2.1 教学内容分析

变阻器是初中物理电学实验器材的重要组成

部分,变阻器的学习直接影响到第17章“欧姆定

律”和第18章“电功率”的学习.本节课安排在第

16章最后一节的位置,符合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

学习规律,在初中电学学习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

用.本节内容由“变阻器”和“变阻器的应用”两部

分构成,认识变阻器的结构是掌握变阻器正确使

用方式的前提,也为学习变阻器的运用打下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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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情分析

滑动变阻器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电学仪器,不仅

接线柱多,而且伴随滑片移动电路处于动态变化中,

因此理解和正确使用滑动变阻器对学生来说有一定

的难度.在设计本节课时,先从学生熟悉的“可调亮

度的台灯”入手,通过装置改进循序渐进的构建变

阻器概念,让学生沉浸于思考 — 实操 — 归纳的氛

围中,降低学习难度.引导学生通过实验探究,获取

滑动变阻器的相关信息,归纳总结发现滑动变阻器

的正确使用方式.这种概念的建构方式较“概念空降

式引入”而言,更具严谨性、科学性、逻辑性,符合初

中学生的心智水平,让知识的获取水到渠成.
2.3 教学目标分析

根据《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和

人教版《物理(九年级全一册)》,本节课教学目标制

定如下:知道滑动变阻器的结构;明晰滑动变阻器的

元件符号;理解滑动变阻器的工作原理;掌握滑动变

阻器正确使用方法,会把滑动变阻器正确连入电路

来改变电路中的电流及用电器两端电压.
2.4 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知道滑动变阻器的工作原

理;教学难点是会把滑动变阻器正确连入电路.
2.5 教学过程设计

2.5.1 创设“真”情境,提出“真”问题

【创设问题情境1】引导学生根据图2提供的器

材,开展分组实验,尝试用不同的方法让灯泡的亮度

发生改变.

图2 “改变灯泡的亮度”所需实验器材

【问题进阶思考】在不改变电源两端电压的情

况下,哪些措施能使小灯泡的亮度发生持续变化?
【创设问题情境2】教师利用如图3所示的器

材,演示“用镍铬合金丝控制小灯泡的亮度”的实

验.引导学生思考:
(1)小灯泡亮度的变化跟接入电路中的镍铬合

金丝长度的关系?

(2)本装置能调节小灯泡亮度的理论依据是

什么?

图3 “用镍铬合金丝控制小灯泡的亮度”实验装置

【创设问题情境3】播放“智能台灯”的广告视

频,引导学生思考:与智能台灯调节亮度的设备(如
图4所示)相对比,演示实验的调节装置有何不足

之处?

图4 淘宝上“智能台灯”的电位器

设计意图:该教学片段通过创设真实的问题情

境,让学生知道小灯泡的亮度是可以调整的.通过分

组实验和逐层递进的问题链,把改变灯泡亮度的方

法锁定在改变接入电路中电阻丝的长度这个策略

上.通过对比演示实验装置和“智能台灯”的机械旋

钮,探寻装置改进方案,为变阻器结构学习做好铺

垫.该环节的设计落脚于生活物理,巧设“问题串”,
激发学生求知欲,触发深层学习动机,感受科技给人

类带来便利.
2.5.2 立足“前概念”巧设问题串

从学生已有经验和认知水平出发,设计学习活

动,能有效降低思维的难度,维持学生深度学习的状

态.前面的教学活动已经激起学生浓郁的求知欲,接
着趁热打铁抛出问题串,提高学生思维的密度.进阶

“问题串”设计如下:
【问题1】在不改变镍铬合金丝总长度的前提条

件下,如何改进这个装置,让它既能调节灯泡亮度,

又小巧、便捷.
【问题2】将长的镍铬合金丝紧密地缠绕在绝缘

管上的好处是什么?
【问题3】教师将图3中的镍铬合金丝取下,紧

密缠绕在绝缘管上,如图5所示.引导学生思考: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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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镍铬合金丝一圈圈挨着,紧密地缠绕在绝缘管 上,当电路闭合时,会出现什么现象?

图5 镍铬合金丝缠绕过程

  【问题4】为了避免绕成一圈圈的电阻丝直接通

电,你有什么好的方法?
【问题5】教师将如图6所示的漆包镍铬合金丝

接入电路,闭合开关,移动动点,引导学生观察实验

现象,并思考:无论如何移动动点,小灯泡始终不亮

的原因?

图6 将漆包镍铬合金丝接入电路中的实验

【问题6】为了使接触点移动时能改变电阻丝接

入电路中的电阻大小,你有什么好的方法?
【问题7】教师用美工刀在漆包镍铬合金丝表面

划一条线,再将漆包镍铬合金丝接入电路.闭合开

关,沿着去除绝缘漆部分移动动点(如图7所示),引
导学生观察实验现象.提出问题:这个装置是根据改

变接入电路中电阻丝的长度改变接入电路中电阻大

小这一原理制成的,请给这个装置命名?
这7个问题立足学生前概念,层层递进,符合

初中生的思维能力水平.在“变阻器”概念构建结

束后,要及时回归教材内容,引导学生阅读教材第

68~69页“变阻器”和“实验”两部分内容,回答以

下问题:
(1)滑动变阻器各个结构名称.
(2)要使滑动变阻器调节被测电路的电流,滑

动变阻器应该与被测电路串联还是并联?

判断依据是什么?
(3)滑动变阻器有4个接线柱,当它与被测电路

串联时,共有几种接法?
(4)当滑片移动时,这6种接法都能改变滑动变

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大小吗?

图7 划去一条绝缘漆后的漆包镍铬合金丝

接入电路中的实验

【实验验证】鼓励学生进行分组实验,通过实验

验证问题(4)的答案.同时,通过实验归纳得出要使

滑动变阻器接入电路中的电阻变小或变大,滑片分

别向哪个方向移动?
设计意图:经过环节一的激趣,学生求知欲较

浓.加上环节二的循循善诱,顺利搭建滑动变阻器的

结构模型.通过文本阅读,提高获取信息能力,通过

科学探究,培养分析归纳能力.该环节设计时,各个

教学过程循序渐进,加深学生对滑动变阻器的认识

和理解.
2.5.3 解决实际问题,提升运用能力

【实际问题1】用滑动变阻器控制电阻两端电压

进行分组实验,引导学生按图8电路图连接实

物,其中R是阻值为5Ω的定值电阻,R′是滑动变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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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完成下面两个实验.

图8 开展分组实验对应的电路图

(1)闭合开关S,调节滑动变阻器的滑片位置,

使R 两端的电压成倍数变化,依次为1.5V、3V、

4.5V等.
(2)换用10Ω和15Ω的定值电阻接入电路中,

闭合开关,调节变阻器的滑片位置,保持每次接入的

定值电阻两端的电压不变.
【实际问题2】如图9是一种测定油箱内油量的

装置.其中R是滑动变阻器的电阻片,滑动变阻器的

滑片跟滑杆连接,滑杆可以绕固定轴O转动,另一端

固定着一个浮子.请问:在这个装置中,电流表示数

越大,表示油箱中的油量越多还是越少? 请说明

理由.

图9 “油量表”装置简图

设计意图:通过实验操作,养成学以致用的思

维,强化滑动变阻器的正确使用方式.利用油量表的

情境,考查学生的迁移能力,养成活学活用的意识.
知识的学习最终要通过问题解决和知识迁移表现出

来,在实践参与和问题解决中提高学生知识学习的

深度,发展高阶思维.
2.5.4 环节四:及时进行自评,指明改进方向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建议开

展课堂评价,这一点与深度学习理论不谋而合.在本

节课的结尾,让学生及时开展学习评价,能更加有效

督促学生养成深度学习的习惯.具体评价如表1
所示.

表1 “变阻器”课堂学习评价表

评价
维度

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自我评价

(在对应的等级处打“√”)

学科
核心
素养

物理观念
 1.从物理学视角认识变阻器

 2.解释生活中常见变阻器工作原理
优秀()优良()
良好()合格()

科学思维
 1.建构“变阻器”的模型

 2.在“变阻器”改造过程提出创造性见解

 3.有质疑精神.

优秀()优良()
良好()合格()

科学探究

 1.基于生活情境提出问题

 2.通过分组实验,获取数据,发现滑动变阻器正确使用方法

 3.从文本阅读中提取有用信息

 4.对“油量表”工作原理做出科学解释

 5.在小组活动中,能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能与小伙伴进行交流

优秀()优良()
良好()合格()

科学态度与责任
 1.对待实验现象实事求是

 2.对物理课堂充满热情

 3.感受到科技创新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不竭动力

优秀()优良()
良好()合格()

学习
结果

知道
(知道什么)

 1.知道滑动变阻器的构造

 2.明晰滑动变阻器的元件符号

 3.滑动变阻器正确使用方法

优秀()优良()
良好()合格()

理解

 (理解什么)  理解滑动变阻器的工作原理
优秀()优良()
良好()合格()

做到
(能够做出什么)

 会把滑动变阻器正确连入电路来改变电路中的电流及用电器
两端电压

优秀()优良()
良好()合格()

成为
(希望成为什么)  做一个善于交流、表达、动手、归纳总结的科学小能手

优秀()优良()
良好()合格()

本次学习总体评价  你对本节课自己综合表现的满意度
优秀()优良()
良好()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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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意图:开展过程性评价符合当下教育需

求,将课堂评价作为学生档案材料存档,能全面客观

地了解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状况.在课堂评价表中,

详细罗列了本节课需要掌握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

方法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内容,学生边完成自

我评价,边梳理整节课的知识体系,有助于形成知识

网络.同时,开展及时的评价和反馈,能激励学生持

续进步.

3 反思感悟

物理概念是物理学的基石,对于学生来说,只有

掌握了物理概念才能解决物理问题[4].所以,初中物

理教学要重视物理概念的建构过程,促进学生对抽

象概念的理解,引导学生在问题解决中提升能力,发

展核心素养[5].本节课通过对比演示实验1中调节

亮度的装置和“智能台灯”的电位器,创设真实问题

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深度学习的开展奠定基

础.随后,通过精心设计的问题串,帮助学生组建“变

阻器”的结构,掌握变阻器的工作原理.

接着,通过分组实验,引导学生寻找证据,归纳

总结得出滑动变阻器的正确使用方式.最后,给学生

提供实操和实际案例,培养他们学以致用和知识迁

移的能力.本节课设计较为合理,基本能达到预期的

教学效果.后期要对本节课涉及的教学仪器做进一

步的改进,制作成一套美观、整洁的实验装备,以供

下次更有序地开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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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alDesignonMiddlePhysics
SchoolBasedonDeepLearningConcept
———Takingthe“Rheostat”inPEPTextbookasanExample

ZHENGXiaoping
(DepartmentofJuniorHighSchool,FanghuaCampus,TheTrueLightMiddleSchool

inGuangzhou,Guangdong,Guangzhou 510145)

Abstract:Deeplearningisanimportantwaytofostercoreliteracy.Withthehelpofthegeneration

mechanism,maintenancemechanism,promotionmechanism,andsupportmechanismofdeeplearning,ithelps

studentstoconstructphysicalconceptsanddeepentheirunderstandingofphysicallaws.Taking“rheostat”asan

example,theteachingpracticebasedontheconceptofdeeplearningiscarriedout,sothatstudentscanexperience

theprocessofconceptconstructionandimprovetheirscientificthinking.

Keywords:deeplearning;juniorhighschoolphysics;rheostat;instructional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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