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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名教师,每上完一节课,进行有效的反思,对教师的成长和自我完善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从学生

“知识系统形成与内化”方面进行有效的课后反思提出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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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主义教学理论认为,有效的教学和训练的

关键就是分析强化的效果以及设计精密的操作过

程.一节课结束,分析强化的效果、进行有效的课后

反思是教学环节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有效的课后反

思对教师的进一步成长和自我完善,有着绝对重要

的作用.
笔者所在市正在进行“一课一研”活动,针对此

项活动,笔者来谈谈“一课一思”——— 课后反思,从

学生“知识系统形成与内化”方面进行有效的课后

反思提出几点思考.
学生学习以知识为载体的教学内容后,由点及

线,扩展到系统的知识面,系统化的知识结构是逐步

建立并内化的.知识点、知识线、知识面三者是有机

的统一,知识点是详实而周全的内容,知识线和知识

面是通过一定的逻辑联系把各知识点链接起来的一

种内化形式.

1 基础知识点+三点扩充反思

这三点扩充反思为:强化重点、突破难点、挖掘

实用点.

1.1 强化重点

每节课堂教学都有其重点.一个课时通常是一

个或两个重点.在进行课后反思时,针对课堂已经发

生过的教学过程,回顾教学重点的强化到位与否,需

回顾课堂进行时学生反映情况,并反思操作手法.
比如在八年级“光的反射”教学中,重点是“反

射定律”.“反射定律”的重点是“反射角与入射角相

等”,如图1所示.因为该段教学过程需要学生结合

原有的几何知识,所以能够认识到“反射角等于入射

角”只是初步掌握,如果还能认识到“法线是角平分

线”以及“反射光线和入射光线与镜面夹角亦相

等”,则可认为基本理解到位,内化成功.

图1

如何观察学生是否理解到位? 可简单抽查提

问,也可展示一个相关小题短时完成并询问正确率

等.不同教师一般会有不同的操作手法,笔者通常是

选择中等偏下程度的学生进行抽查提问.

1.2 突破难点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内容的逻辑结构与

学习者已有的认知结构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
教学难点虽然并非都是教学重点,但也须进行

突破.难点突破的成功与否,通过观察学生课堂反应

即可得知.有时候我们预设的想要大力突进的难点,

课堂进行中却被学生轻而易举的拿下;而我们有时

未设置成难点的教学环节,操作时却对学生形成了

难点.究其原因,还是跟学生原有的认知结构以及教

师的引导方式有关系.这就需要课堂组织者既要了

解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又要能够采取合适的引导

操作手法.
比如,学习“电压”概念,需理解“电路中两点之

间才有电压”.参考“水位差”是水流动的原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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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概念类比“电压”,可提及“电位差”这一形象

类比于“水位差”的概念:电源正极相当于“高电

位”,电源负极相当于“低电位”,正负两极之间存在

有“电位差”——— 这是确实存在的概念.所谓“差”必

须是不同“电位”的两点之间才可存在.此处结合学

生原有知识系统中的对“水压”理解,简单类比,轻

松而完整地理解“电路中两点之间才有电压”.
再比如“影子能够说明光沿直线传播”,学生常

疑问:“影子”是由于光沿直线传播形成的,可是“影

子”形成的现象又怎么说明“光沿直线传播呢”? 可

以如下引导:假设光不沿直线传播影子还会形成

吗? 假设光不沿直线传播,有些光线会曲线前进并

照射阴影部分使之变亮而不出现影子,但此现象并

未出现,因此光是沿直线传播的.教师应告诉学生这

里我们用到的一种方法叫反证法.
若能关注到学生原有知识结构并缜密思考教师

的引导方式是否可以使学生的新旧知识实现无缝对

接,必可使难点内化为普通.

1.3 挖掘实用点

注重STS,强化生活中的物理,有利于从更广的

角度理解物理知识及其应用.在课后反思中,主要应

该形成一定的积累.每一个阶段的教学都会有相应

的知识在社会生活或生产中有许多现象可供挖掘,

注重这些方面的积累,极其有利于后续教学.
比如,“物态变化”章节教学,理解各种物态变

化的知识点的关键之一是:以现象来解析.这就可以

将生活或各种资料中出现的物态变化现象进行归纳

让学生集中理解.大约能有十几种即可基本处理各

种问题,既能理解并内化知识,又能针对考练常用

点.
详实的教学札记是累积和提炼的最好方法.笔

耕不辍,方能多有积累,有利提炼精华.

2 知识线的形成 一带一线

本文是仅针对单一的某节课为例展开的.对“知

识线”进行有效的课后反思,其实质也就是对课堂

操作流程中各环节所涉及知识的内在逻辑联系所做

的反思.它的要点基本上是从各知识点学习的环节

过渡中链接形成.
各知识点有不同的链接方式,有时候是一条线,

有时候是一个核心关联几条线.
例如,九年级的“欧姆定律”教学,“控制变量

法”作为研究方法是所有相关内容的联系,再如“导

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中影响电阻因素的实验等皆

同于此.“控制变量法”自身就是一条无形的线,通

过它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还可

以把相关知识点进行联系和深化.
再如“光沿直线传播”,“光沿直线传播”也叫

“光的直进原理”(相对于光的反射定律和光的折射

规律而言,笔者以为此叫法更为形象且更易于形成

系统可比性),按照“直线前进”可以联系到它知识

点:直线传播条件、直线传播相关事例、光速等等,知

识线路脉络就会很清楚.
反思“过渡”环节,也就是针对新课中的各知识

点间的跨越过渡的反思.通过巧妙的过渡,使学生头

脑中的一节课呈现逻辑联系简单却紧密的链状线

条,一带一线,以点带线,构建并内化成完善的知识

体系,会很方便学生从头脑中灵活调用.
一节课的知识线形成的是否完善而稳定,主要

是从课堂小结来呈现.课堂小结是一节课绝不容忽

视的环节,对学生的知识体系起到完善、强化甚至深

化的作用.所以对课堂小结切莫忽视或简化或由教

师直接代替学生进行.

3 知识面形成 面面俱到

知识点与知识线互织成知识面,可以面面俱到.
建构主义学习观认为,学习意义的获得是每个

学习者以自己原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对新信息重

新认识和编码,构建自己的理解.在课堂进行中,学

生依据原有的知识和基础,构建自己完备的新的知

识体系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然而,完全由学生自主的构建某个板块一整套

完善的知识系统,可能性很微小.教师的引导作用在

此依然非常重要.
试举一例:关于“运动和力”章节的学习.
学生在复习时一般归纳总结为:

(1)牛顿第一定律: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力的作

用的时候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不变.
理解及扩展:

(下转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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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式(7)可以化为

de2μθ( )y
dθ =2e2μθ pcosθ-μpsin( )θ

即

de2μθ( )y =2e2μθ pcosθ-μpsin( )θ dθ
两边从0到θ积分

∫
θ

0
de2μθ(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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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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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物块初速度为零,即θ=0时,y=ω2=0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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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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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y=ω2.所以,物块速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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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 有 摩 擦 (μ =0)的 极 限 情 况 下,v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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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牛顿第一定律不是实验结论,而是实验基

础上的科学推理.
2)定律所指的“一切物体”包含两类:原本静

止的和原本运动的物体.
3)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4)惯性.
(2)平衡力

1)概念:一个物体受到两个或几个力的作用

而保持运动状态不变,则这几个力互相平衡.
2)二力平衡的条件:一个物体受到两个力的

作用,如果它们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且作用在同一条

直线上,则这两个力互相平衡.
3)应用.
这是学生可以总结出来的知识罗列.那么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在按照学生回答“牛顿第一定律”以

及“平衡力”知识过程中,分步骤板书成以下内容:

形成关系之后再让学生反向思考,可得:

章节内涵:这个关系式就是“运动和力”的关

系,也是“牛顿第二定律”的定性描述.理解了这一

内在联系,就可以深层次理解并内化有关“运动和

力”的关系,也为高中学习“牛顿第二定律”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每个过程目标的实现,都需要教师在

课程进行时有前瞻意识,要设计好各个操作环节.而
前瞻意识,是在不断积累的教学经验中逐渐形成的,

也是经常性的有效反思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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