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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的中学物理教学中普遍使用学案引导,但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弊端,制约着课堂效率的进一

步提高,本文着重分析存在的问题,对当前的教学流程进行优化,找出优化的策略和方法,达到高效课堂的目的.
关键词:学案导引  高效课堂  探讨

  利用“学案导引”让学生课前通过学案预习,然

后课堂上进行交流展示和总结的教学形式,是目前

中学各个学科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学案导引通过

一系列的问题串把整个课堂教学内容连起来,通过

问题串指导学生预习新课,通过问题串展开课堂讨

论和交流,达到学生充分参与课堂、激发学生活力、

提高课堂效率的目的.

1 “学案引导”教学方式存在的弊端

“学案导引”教学方式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激发

了学生的积极性,学生有了充分的话语权,提高了学

生的课堂参与度,真正体现了师生学习上的平等.但

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制约着课堂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1.1 课前预习花费的时间较长

由于学案问题设置的不恰当,设置的问题有时

候太开放,怎么说都行,学生无从答起;有的问题设

置需要写出很长的文字,浪费了学生的时间;有的学

案设置的问题不能引导学生的预习,反而让学生感

到预习困难,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去钻研,增加了学

生的学习负担.高中的学生一天要学习至少6门功

课,如果每门课需要30min,就需要3h.如果学案

处理不好,就占用了学生大量的课余时间,加重了学

生的学习负担.

1.2 课堂变成少数学生的舞台

由于学案上设置的问题不能紧跟教材,很多学

生要边预习边完成学案,不能理解教材所表达的内

容,对学案上设置的问题是一知半解,课堂上不敢大

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少数学生天资聪明,学

习兴趣浓厚,钻研比较深,有着独到的理解,所以上

课时积极发言,有的同学俨然像一个小老师,讲的头

头是道,久而久之,其他学生失去了课堂发言的兴

趣,课堂变成了少数优秀学生舞台,大部分同学没有

真正参与,导致课堂上学生的参与度降低.

1.3 课堂的趣味性减弱.
课堂上少数优秀学生的发言占据课堂的大部分

时间,就少了教师的情境创设,没有情境创设,学生

感觉不到学习内容的重要性,对学习缺乏兴趣,大部

分同学的交流展示好像还是就物理问题讲问题,不

能和生活、科技以及其他学科相联系,使得物理的学

习变成了公式的堆砌、定理和规律的集散场,削弱了

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学生学习物理

的兴趣减弱了.

1.4 学生间的差距拉大 两极分化严重

由于课堂上学生要发言,把自己的理解讲出来

给别人听,所以课前要认真预习,刻苦钻研,课堂上

经常发言,成绩会越来越好;而有的学生由于自学能

力不强,预习不充分,理解不透,加上自己性格内向,

不善于表达,对课堂发言不感兴趣,学生讲解的不太

详细,有的听不太懂,这样的学生学习成绩就会越来

越差,造成了两极分化严重,不符合全面提高教学质

量的要求.

2 如何处理

根据以上的情况,利用“学案导引”进行教学虽

然激发了部分学生的积极性,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

位,但是还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为了发挥“学案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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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优势,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才,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必须对这种课堂教学方

式进行优化,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学案导引”教

学中要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

2.1 学案与教材

在“学案导引”教学中,学案不应是教材的粗放

展示,而应该真正从学生学的角度出发,为学生的自

主学习提供帮助.要根据学生的生活经验、认知水

平、兴趣爱好去处理教材,设计学案.设计学案时要

走进教材、紧贴教材、活用教材和跳出教材.在突破

重难点时要细化教材,化繁为简,要设计成层次分明

的问题串来让学生自学,为学生的学习扫清障碍.设

计学案时还要深入浅出,化抽象为具体,要直观地体

现知识的呈现形式,让学生容易自主学习.学案的设

计最好还能拓展延伸,超越教材,运用所掌握的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不但要掌握所要学习的知识,更要掌

握学习这些知识的方法.
例如在处理电场的内容要紧贴教材设置问题.
问题1:电场

阅读教材中“电场”部分的内容,回答下列问

题.
(1)法拉第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电场”概念

的?

(2)变化的电磁场具有什么性质使我们说它具

有物质性?

问题2:电场强度

阅读教材中“电场强度”部分的内容,回答下列

问题.
(1)在如图1所示的实验中,带电金属球A通过

什么对带电小球发生库仑力作用? 把同一个带电小

球分别挂在P1,P2,P3 处时,发现受力的大小不同,

这说明什么?

图1

(2)为什么实验中使用的试探电荷的电荷量和

尺寸都必须足够小?

(3)如果图中的带电金属球 A 可以看作点电

荷,且它所带电荷量为Q,那么在离A球距离为r 的

位置依次放置点电荷q1,2q1,3q1…其所受到的库仑

力分别是多少?

这样设置的问题每一个学生都能完成,学生预

习的充分,才能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度,让每个学生

都有所收获.

2.2 学案与教案

学案与教案的侧重点不同,学案突出怎么学而

教案突出怎么教,主体地位不同;学案是站在学生的

角度编写的自学提纲,而教案是教师站在自己的角

度编写的知识预设和教学流程.有教师为了省事,就

拿学生的学案做一做,然后做一些补充或者修改就

当作教案,走进教室去上课了.这样的教案受到学案

的局限性,课堂上受到学案的制约,不能产生较好的

效果.设计教案时一定要在学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再

设计,它根据学生完成学案的情况,依据学生的特点

进一步设计.它呈现的问题更具有挑战性,课堂的思

路更具有逻辑性,问题更具有参与性,课堂的效果才

会更加理想.
学案是学生预习时的指南针,为学生预习提供

帮助,主要是帮助学生架起知识的桥梁,形成合理的

知识结构,在掌握以往所学知识的同时,使新知识得

到更新一步的发展与创新.但在教案上要从预习过

的角度来设置问题,来讨论和交流.最好用悬念刺激

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

高学生的参与度.教学中还要通过层次性的问题来

突破难点,通过一环紧扣一环、一层递进一层的提

问,层层剖析、循序推进地解决难度较深的问题,引

导学生们的思维不断向知识的纵深和宽广方向进一

步发展.这样既能关注到优秀学生,又能引领普通学

生掌握学习物理的思路和方法.

2.3 预设和生成

虽然学案已经提供了知识的预设,课堂上也发

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整节课也都能基本达成目标,

但是学生肯定还有不懂问题,是课前预习的学案里

所没有遇到的.所以课堂上要时刻关注学生的疑问,

关注新的问题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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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课堂效率必须考虑学生的知识积累、能力

基础、思维习惯,更灵活地设计教学流程;更大胆地

预留学习空间,从大处着眼,从整体入手,具有适度

的弹性、包容性和自由度,为学生留有自主建构的空

间和时间,把学习、思考、表达的主动权还给学生.更

敏锐地捕捉生成资源,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

过:“教育的技巧并不在于能预见到课堂的所有细

节,而是在于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巧妙地在学生不

知不觉中做出相应的变动.”课堂上随时都可能出

现教师预料不到的情况,要及时捕捉这些信息,进行

瞬间的判断,利用这些有价值的生成资源,从而促使

新的生成,正确处理好预设和生成的关系,这样就能

照顾到思想有火花的学生,引导他们从事物理相关

知识的研究,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基.

2.4 教师和学生

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教师起到一个主导的

作用,在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更加强调学生的

主体作用,让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猜想结论,设计

过程,动手操作,交流讨论等等.突出学生的主体地

位的同时,也就削弱了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设计好

的教学流程往往会完不成任务.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强调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

也不能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还应该驾驭好课

堂节奏,处理好学生交流讨论的时间,完成学习任

务,有的教师认为完不成任务可以适当延长学习时

间,那样也会影响其他学科的学习,增加学生的学习

负担.所以要提高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发挥教师的

主导作用,高效完成教学任务.

3 “学案导引”教学的几个原则

利用“学案导引”进行教学,在优化学案编制和

使用上,要注意这样几个原则,才能真正达到提高课

堂效率的目的.

3.1 兴趣性原则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说过:“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们的课堂

教学中,新课的引入情境创设这一重要环节不能丢

掉,要想法寻找学生的兴趣点,围绕学生的兴趣进行

设计和展开教学,只有学生学习的内容感兴趣,才能

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和探究.例如在学习楞次定律时

可以先做一个实验,让两块磁铁一个从楞次管落下,

另一个从普通的塑料管落下,从塑料管的磁铁很快

落下,时间很短,而从楞次管落下的磁铁要经过较长

的时间,从而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在学习超重和失

重时,可以用一个面巾纸固定在一个杯子上,然后上

面放一个钩码,当把它放在讲桌上瞬间,钩码落入烧

杯中,激发学生对超重和失重的探究的兴趣.在学习

重心概念时可以先做个“不倒翁”的实验.教学过程

中,也可以让学生动手参与实验,激发学生的兴趣.
学案导引要设置学生身边的、让学生感兴趣的问题,

从而让学生喜欢物理,喜欢科学.

3.2 探究性原则

“通过科学探究,使学生经历基本的科学探究过

程,学习科学探究的基本方法,发展初步的科学探究

能力,形成尊重事实、探究真理的科学态度.”《物理

课程标准》利用学案的课前引导作用,课堂上设计

探究的过程.要在实际生活中寻找适合探究的内容,

如果物理教学中脱离了具体的生产和生活情景,将

变为无源之水,在教学过程中选择一些贴近生活实

际的热点,抽象为物理模型设计探究活动.复习课中

也可以设计探究过程,例如在复习力学综合问题时,

可以比较运用牛顿运动定律和运用动能定理来解决

问题的优缺点,以及使用条件等.在复习电势能、电

势和电势差时可以设计一个探究过程,让学生探究

电势能和重力势能的不同,电势和高度的不同,电势

差和高度差的不同,通过探究活动,让学生享受探究

的过程,掌握探究的方法,培养科学探究的态度.学

案导引中要有意设置探究的问题串,引导学生去探

究、去思考,从而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的方法.

3.3 因材施教原则

因材施教是古代教育家孔子最先使用也是非常

有效的方法,“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

是说孔子能够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教

学方法,基于学生不同的基础,制定不同的培养目

标.3000弟子中培养出72人是身通六艺的.今天的

学生来自不同的背景,学生特点千差万别,要根据学

生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方法.提问时对性格内向

的学生要交给他们方法,活学活用,融会贯通,变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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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科书《物理·选修3 2》“问题与练习”中
一道题目的质疑

梁继鲁  陈万军  王红艳  梁定樑

(华师一附中博乐分校  新疆 博乐  833400)

(收稿日期:2015 05 21)

摘 要:“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3 2》”第六章“传感器”第3节 实验:传感器的应用(第64

页)中“问题与练习”的第1题,从学生所学的电路的知识来分析,这个防盗报警电路起不到报警作用.

关键词:传感器  防盗报警电路  质疑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物理·选修3

2》”第六章“传感器”第3节 实验:传感器的应用(第

64页)中“问题与练习”的第1题是这样的:

“图1是一个简单的磁控防盗报警装置.门的

上沿嵌入一小块永磁体M,门框内与M 相对的位置

嵌入干簧管 H,并且将干簧管接入图示的电路.睡

觉前连接好电路,当盗贼开门时,蜂鸣器就会叫起

来.

  请说明它的工作原理,最好通过实验模拟这个

电路的工作.”

图1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防盗报警电路

学为巧学.对性格活泼的学生要组织抢答,分组比

赛,学生讲课培养兴趣.对于基础差的学生要交给他

们制定合适的目标、改进策略,变厌学为愿学.学案

导引并不是一份适合所有学生的学案,而应该根据

不同的学生而做出不同的取舍.

3.4 平等性原则

冰心老人曾经说过:“美的真谛应该是和谐,这

种和谐体现在人的身上,就造就了人的美;表现在物

上,就造就了物的美;融汇在环境中,就造就了环境

的美.”平等是和谐的基础,和谐的课堂应该是师生

平等的,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起到主导的作用.不

能片面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更不能片面强调教师

的主导作用,而忽视了学生主体地位.尊重学生是和

谐的纽带,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相信学生的巨大

的潜能,平等对话是和谐的保障.以开放的心态进行

课堂互动,才能彰显学生的个性,解放学生的创造

性.学案导引教学中要平等对待学生才能释放学生

的潜能,提高课堂效益.
总之,打造高效课堂是我们教学改革的目标,要

让学生利用较短的时间掌握科学的知识和技能,学

习科学的研究方法,培养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为学

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打下基础.“学案导引”的教学

方式要在不断优化、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才能不断接

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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