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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问题是激发学生思维的源泉,而思维是从问题开始,问题又是从情境中产生的.良好的教学情境能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而且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特别是创新性思维具有重

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对物理课堂教学中问题情境创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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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激发学生思维的源泉,而思维是从问题

开始,问题又是从情境中产生的.良好的教学情境能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课

堂教学,而且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特别是创新性

思维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学中创设合理的问

题情境尤为重要.

1 在教学中创设以自然和生活为背景的问题情景

“奇”中激“趣”

教师在教学时要“使物理贴近学生生活、联系生

活实际”,恰到好处地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件来

创设发现问题的情境.创设的问题应接近学生的“最
近发展区”,引导学生自己去思考更多问题.教师要

充分利用学生的这种好奇心和探究欲,通过一系列

来源于生活的问题,创设探究情境,使学生在已有经

验的问题情境中产生矛盾,引发认知冲突,激发学生

的探究激情.例如,在学习“光的折射”时,笔者是这

样设计的:同学们,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常会看到这样

的现象,把筷子放在一碗水中,发现筷子像是被折断

了一样,可是把筷子拿出来时,筷子被折断了吗?
“没有”,一般学生都会有这样的生活经验,但是却无

法解释,因此学生兴趣高涨.让学生把生活体验同物

理知识结合起来,从而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又如,学习压强的相关知识后,在进行“改变压

强大小的方法”的教学时,教师可请一位学生将缝

衣针用力穿过一块较硬的布,学生感到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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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下端挂网球的弹簧下落过程

最后讨论这个难题,看这个视频,参考图4.这

位教授在弹簧底部固定一个网球,同样在重力作用

下拉伸,同样上端手一放.你能问出什么问题来? 学

生经过半小时的熏陶,逐渐理解物理探究的思路,提

出以下问题:弹簧上端下落是否还是匀速直线运

动? 如果还是匀速的话,比起不加网球,快还是慢?

快多少倍? 网球质量加倍,弹簧上端下落速度是否

加倍?

教师结语:希望同学们用实验测量数据分析,来
验证你们的猜测.这堂课,不是给你答案,而是给你

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是得到了多少答

案,而是多出了什么问题.以后碰到各种生活中的物

理现象,大胆的去想,去问,去做,去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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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疼,此时教师拿出一只顶针提供给学生,让学生

在顶针帮助下,将缝衣针穿过硬布,有了顶针的帮

助,学生感到容易多了,手也不感到疼了,同时产生

了为什么两次手的感觉会明显不同的问题.利用此

情景很自然地引出了课题.物理与生活联系紧密,生
活中处处涉及物理,从物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入

手来创设情境,既可以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物理的重

要性,又有助于学生利用所学的物理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

2 在教学中创设递进的问题情境 “惑”中生“趣”

在新授课中,随着课堂教学的进展,课堂气氛渐

入佳境,此时我们可以创设一些递进的情境,启发学

生对物理知识掌握逐步深入本质规律的研究,激发

学生思考问题的深度.
例如,在向学生讲授“透镜”一节知识中,教师

先创设这样的问题情境:平行主光轴的平行光线经

凸(凹)透镜后光线方向怎样? 经实验得出答案后,

再创设问题情境:不平行主光轴的平行光线射入凸

(凹)透镜后光线又会怎样? 又经实验得出答案.教
师在此基础上,继续创设第3个问题情境:非平行光

线射入凸(凹)透镜后又将怎样? 再次实验证明.通
过3个问题情境的逐步分析、讨论,最后总结得出结

论.很明显,通过这样一系列的递进问题串情境的创

设,学生对透镜的认识会较为明确.创设递进情境,

目的是通过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问题使学生掌握

概念,学习探求研究物理问题的方法.因此,我们在

这类情境的创设时要注意层次清楚,要符合问题探

究的逻辑性.

3 在教学中创设操作性 ——— 实验创设问题情境

“做”中悟“趣”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各种物理实

验以其直观性、形象性和趣味性为学生提供了丰富

生动的感性材料,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

知欲.
如学习“压强”时,用两块和物理课本一样大的

木板,10个鸡蛋,分成两组,一组两个并列放在地

上,另一组8个按4排2列放在地上,分别把两块木

板放在两组鸡蛋上,再请两个学生上台踩在木板上,

让学生观察实验结果,这时全班学生眼睛发亮,被这

个实验紧紧吸引.教师进一步发问:“为什么会这样

呢? ”他们积极思考导致实验结果不同的原因,在
学生欲知不能、欲罢不休的时候,教师顺势引入压强

知识,启发学生自主寻找答案的欲望.在教学中,教
师为学生创设动手操作的问题情境,并为学生提供

必要的思维材料,将静态的知识结论变为动态的探

索对象,让学生付出“学习”代价,全面调动学生的

多种感官参与新知识的主动探究,体验学习过程,培
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4 在教学中创设物理史料的问题情境 “赏”中唤

“趣”

物理学发展史是一块蕴藏着巨大精神财富的宝

地.在这块宝地上,遗留着物理学的前辈们进行科学

研究、不懈追求真理的足迹.物理学家本身就是善于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的典范.物理学史中

包含着许多真实可信的创设问题情境的素材,丰富

的史料,扣人心弦,融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为一

体,能够吸引学生进入教学情境,再现科学家们的忘

我探索情境.如在进行“机械运动”教学时,讲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法国飞行员伸手抓子弹的故

事,引人入胜的故事,使学生出现疑惑,产生冲突,激
发动机,从而为发挥主体作用创造了条件.又例如,

在浮力教学中,可以接着阿基米德称皇冠的史料展

开教学,可以有目的地展示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方

法.这样,使学生认识到探究并不神秘,同时也激发

了学生的欲望和勇气.
在教学中以情感人,以情育人;以境导学,以境

促学.好的问题情境创设可以使我们的课堂变得更

加丰富多彩,让我们教师变得更有活力,让我们的学

生兴趣昂然地掌握知识.当然在情境创设中,我们还

要注意形式上的多样性和新异性,内容上的主动性

和科学性,方法上启发性和挑战性,活动上的现实性

和可行性,同时也要避免只是一味追求课堂教学的

新奇而忽略知识的掌握和应用的倾向.要注意问题

情境创设的实效性和趣味性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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