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向核心素养的初中物理情境化教学实践
——— 以“压强”为例

温亚莉
(广州市执信中学琶洲实验学校  广东 广州  510000)

(收稿日期:2023 03 22)

摘 要:真实的情境中才能有真实的学习发生.以“压强”一课为例,基于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分析情境在教育

教学中的价值功能,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学生通过真听、真看、真感受、真思考,能在科学探究过程中,经过严谨的

科学推理,形成物理观念,体会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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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来源于生活,又走向生活,既能给物理课

堂提供丰富的情境空间,也能激发学生的物理学习

兴趣,让他们体会到学科价值.但忽视情境教育价值

的课堂,是为了情境而情境、流于表面的、空洞的课

堂.《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课程实施

模块明确提出“倡导情境化教学,突出问题教学”[1],

如何开展有深度的情境化教学,在情境中培养学生

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1 情境化教学

情境的本质是“人为优化的环境”[2].情境化教

学认为,几乎所有的知识都具有情境依赖性,主张知

识是在人与情境相互作用中动态建构而成的,强调

学习的真实发生.教师在创设情境时,不是随意的选

择.因为即使是同一情境,不同的环节开展,也可能

具有不同的使用目的和价值功能.情境的选择要有

明确的教育目标,贴近学生的真实经验,尽可能地呈

现教材中规定的情境,营造具有学科氛围的情境,体
现人与情境的情感交流[3].

压强的情境化教学实践是从核心素养目标出

发,分析不同类型情境的价值功能,旨在促使学生的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在真实情境中发生和生成.

2 指向核心素养发展的目标分析

2.1 物理观念

压强概念的建构和深化是本节课的主要目标.

学生具备大量和压强有关的生活经验,这些经验有

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清晰的,也有模糊的,以此为

教学起点,引导学生认识并澄清压力和接触面积这

两个基础概念.再进一步引导学生通过控制变量法

和比值定义法建构压强的概念.压强概念还要在不

同情境的应用解释过程中深化理解.

2.2 科学思维

学生要能在定性实验结论的基础上,迁移应用

比值定义物理量的方法,抽象概括出压强的概念,思

维也实现了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抽象概括能力具

有内隐性,教学中可以采用问题引导的方式,在一个

个小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外显化逻辑推理过程,帮助

学生逐步寻找出事实的本质.

2.3 科学探究

控制变量是物理实验研究的重要思想,也是初

中生必备的实验方法之一.大多数学生对控制变量

的理解停留在字面意思,对于为什么要控制压力大

小一定或者受力面积一定,实验设计的思考过程并

不清晰.学生能根据实验目的,选择合适的实验器

材,设计探究实验过程,根据实验现象分析得到实验

结论,经历完整的探究过程,在简单的探究实验中发

展最基本的科学探究素养.

2.4 科学态度与责任

学生经历了压强概念的建构过程,体会到严谨

的科学精神,养成实事求是的态度,体会科学家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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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恒的探究精神.体验不同类型的压强情境,意识到

物理与生活和社会的联系,培养学生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

3 指向核心素养的情境化教学实践

3.1 运用“游戏”情境 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游戏情境能调动学生全部的感官进入情境的认

知活动中,将物理概念形象化、具体化,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为接下来的学习活动做好

心理准备,为感性经验顺利过渡到理性知识架起

桥梁.
【游戏情境1】如图1所示,设置“指压板”游戏,

全班学生按照7人一组分组,游戏过程中学生需要

光脚,顺次分别走在平地上和指压板上.

图1 指压板游戏情境

【游戏情境2】甲学生背着乙学生站在指压

板上.
思考:(1)指压板对脚底的压力,所产生的效果

是什么?

(2)对比走在平地上和指压板上的脚感、脚印

有何不同?

(3)对比单独一人站在指压板上和背起另一位

同学站在指压板上的脚感、脚印有何不同?

【生成性内容】压力作用效果的影响因素,观察

能力、分析能力.
设计意图:游戏情境中平地上走和指压板上走

的真实触觉,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比观察情境

中脚印的不同,视觉体验再次强化压力作用效果的

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概括总结出影响压力作用效

果的两个因素:压力大小和受力面积.学生的观察能

力、对比分析能力得到发展.

3.2 运用“实验”情境 启发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科

学探究能力

实验情境是众多情境中最具有物理学科教育价

值的情境,它不仅承载着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还隐

含了科学态度与责任的素养培养.
实验情境的创设,是为学生搭建探究学习的支

架,协助学生运用已有知识制定探究计划,选择符合

情境要求的实验器材,在真实的实验过程中获取客

观、真实的实验数据,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物理规律,

实验探究能力获得提升,也发展了实事求是、精益求

精的科学精神.
【实验情境1】如图2所示,分别用金属片、铁钉

压气球,观察对比压力传感器显示的压力大小.

图2 比较压力作用效果的实验情境

思考:(1)金属片、铁钉分别对气球施加的压力

所产生的效果是什么?
(2)两个气球的受力面积大小相同吗? 哪种情

况下受力面积更大?
(3)两个气球爆炸的瞬间,压力大小分别是

多少?
(4)根据实验,压力越大,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明

显这种说法正确吗? 为什么?
(5)根据实验,如何正确的根据压力大小和受

力面积,比较压力的作用效果呢?
【生成性内容】控制变量的思想,逻辑推理能

力,批判质疑的品格.

—24—

2024年第3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设计意图:对比实验情境下,巧设问题链,通过

层层递进的问题,强化压力的作用效果,引发学生

“压力越大,压力作用效果不一定越明显”的认知冲

突,自然而然地引导学生利用控制变量的思想比较

压力作用效果的明显程度.科学方法和思想在层层

递进的问题中,逐步的生成,内化为学生自己学科素

养的一部分.
【实验情境2】如图3所示.准备小桌、海绵、砝

码,引导学生设计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探究性实验.

图3 探究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

思考:(1)实验中通过什么现象判断压力作用

效果的大小?
(2)探究压力大小与压力作用效果的关系时,

控制哪个量不变? 改变哪个量?
(3)探究受力面积与压力作用效果的关系时,

控制哪个量不变? 改变哪个量?
(4)根据提供的器材,设计探究实验,观察实验

现象,得出实验结论,形成实验报告.
【生成性内容】经历探究实验的过程,动手操作

能力,强化控制变量的思想.
设计意图:学生能根据提供的实验器材,自主设

计并完成探究实验过程,通过实际操作,观察真实的

实验现象,得出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真实的探

究实验情境,学生全身心融入其中,获得的不仅是知

识和能力,也能感受到科学的严谨性.

3.3 运用“理论”情境 构建学生理论表达的能力

【理论情境】比较物体运动的快慢,有两种方

法:相同时间比路程,路程越大,运动得越快;相同路

程比时间,时间越短,运动得越快.
思考:(1)物 体 运 动 的 快 慢 用 哪 个 物 理 量

描述?
(2)物体运动的快慢的定义方法?
(3)你能否用类似的定义方法,给压力的作用

效果下定义,并给出计算公式?
【生成性内容】压强的概念及计算公式,比值定

义法,类比分析能力、归纳能力.
设计意图:学生在此理论情境中,应用数学中比

值的方法,迁移“速度”概念的抽象过程,顺利过渡

到“压强”计算公式的建构,强化物理学中运用比值

构建物理量概念的方法.
3.4 运用“社会”情境 发展学生迁移能力和社会

责任感

社会情境中的育人素材更丰富,教育价值更具

多样性.社会情境中应用压强设计的破窗锤、火车轨

道等等体现了物理知识的应用价值,盲道、地铁安全

线等则体现了社会的人文关怀和安全意识.
【社会情境1】(1)如图4所示,哪些地方要增大

压强? 哪些地方要减小压强? 它们是通过什么方法

增大或减小压强的? (2)实例中增大或减小压强的

理论依据及推理过程?

图4 增大或减小压强的社会情境

【生成性内容】增大或减小压强的方法,运用公

式分析物理问题的能力、知识迁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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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用学到的压强知识定性解释社会情

境中的相关现象,了解物理和生活的联系;在情境中

提取相关物理量,通过理论推导,深化压强概念的理

解和应用,发展学生在新情境中的知识迁移能力.
【社会情境2】估测“人站在平地上”和“人站在

指压板上”两种情境中人对地面的压强,并思考人

行道上盲道设计的物理原理?
(1)估计压力大小:根据自己的体重估计人对

地面的压力大小;
(2)估测接触面积(图5):①利用坐标纸测量人

站在地面上时鞋底和地面的接触面积;② 利用坐标

纸测量指压板与鞋底的接触面积;

图5 测量接触面积

(3)根据公式计算出两种情境中人对地面的压

强,并比较大小.
(4)搜集盲道的种类,并简要说明不同类型盲

道的涵义? 从所收集到的信息中你学到了什么呢?
【生成性内容】理论计算的规范过程、借助坐标

纸估测不规则图形面积的方法,知识迁移能力、社会

责任感.
设计意图:“盲道”承载了理论计算、数据处理

的方法、估计生活中常见物理量大小的能力、社会责

任等,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综合性社会情境,既拓展了

学生的思维深度和广度,也引发了学生对公共设施

设计的社会责任感.

4 教学反思

初中物理教学离不开真实的情境,不同类型的

情境蕴含的育人价值不同.在实际教学中,要立足于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目标,深挖情境的学科知

识价值、学科方法价值、学科态度价值,才能让学生

在真实的情境中全方位体验学科的学习氛围,感受

真实的发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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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题难点所在,也是学生容易出错的环节.
基于上述学生在解题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程度的

问题,教师在平常教学中应予以重视.
首先,注重基础知识,建构完整知识体系.物理

知识体系的完整建构能够帮助学生认识物理学本

质,有利于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和学生核心素

养的形成.在教学中,教师不能将知识孤立化和静态

化,更应注重知识间的联系和迁移,杜绝对模型进行

机械化的搬运和套用.
其次,加强物理模型迁移能力的培养.实际问题

往往过于复杂,物理学中常采用“简化”的方法,对
实际问题进行科学抽象化处理.中学物理中常见的

模型包括对象模型、过程模型、条件模型、等效模型、

实验模型、数学模型等[2].在习题教学中,教师常以

简单模型为基础,进一步去解决更高阶的问题,这要

求学生在模型迁移的过程中摒弃习惯性思维,针对

实际场景对已有模型作出合理修正.因此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应注重学生模型迁移能力的培养,提升学

生科学思辨、推理论证等物理学关键能力.
最后,加强情景教学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在

高考评价体系中,与实际相联系的问题情景常作为

考查的载体,重视学以致用.如本文中讨论的“光晕”
问题,就是基于真实场景,考查学生对光的折射现象

的理解以及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因此教学中应注

重课堂与生活实际的结合,不能脱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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