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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主体性.运用“延迟判断”策略,以学生为主体,注重物理知识的形成过程和

问题的分析过程,引导学生自主建构物理知识,可有效转变学习方式,促进了知识深刻理解,提高思维品质和问题解

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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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积极

主动地获取知识,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然而在

现实教学中,还有很多教师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

视学生的认知发展过程,将教学内容和盘托出灌输

给学生,以至于学生对知识没有真正理解,不会灵活

运用.如何改变这种低效现象? 实践表明,运用“延

迟判断”策略,以学生为主体,注重物理知识的形成

过程和问题的分析过程,引导学生自主建构物理知

识,可有效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促进知识深刻理

解,提高思维品质和问题解决能力.

1 “延迟判断”的含意及教学功能

“延迟判断”策略源于建构主义,强调以学生为

主体,重视学生认知的建构过程.指教师不直接呈现

现成的知识或结论,而是延长知识形成的过程,引导

学生参与学习过程,实现知识的自主建构,促进深刻

理解,提高思维品质,发展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1.1 转变学习方式 增强主动参与意识

“延迟判断”对于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有重要

意义.教师不再直接呈现知识或结论,而是引导学生

通过体验、分析、判断等在探索中学习,这样的教学

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

人,有效实现由“教师教”向“学生学”的转变,提高

了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1.2 关注知识的建构过程 促进知识深刻理解

在“延迟判断”教学中,重视知识结果的同时,

也要重视知识的形成过程.在教学中,让学生充分体

验知识的形成过程,理解概念、原理的内涵,重视规

律、结论的推导过程,让学生在经历知识的加工过程

之后实现对知识的深刻理解.

1.3 重视问题的分析思考 提升学生思维品质

“延迟判断”注重问题的分析、思考,注重对学

生思维的培养,让学生在问题解决过程中锻炼思维

能力,提高思维品质.

2 “延迟判断”策略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2.1 对于物理概念教学 要充分“稀释还原”

物理概念是从大量的物理现象和过程中抽象出

来的,它深刻反映了事物的共同特征和本质属性.物

理概念是物理知识体系的基础,对物理概念的学习

直接关系到学生对物理知识的认知水平,进而影响

整体知识网络的构建与拓展,因此学好物理概念至

关重要.传统的概念教学重在讲内涵、外延以及与相

关概念的联系和区别,至于概念的来龙去脉、形成与

发展的过程则轻描淡写,甚至一笔带过,这种“短平

快”的教学不利于学生对概念的理解,不利于学生

思维能力的培养.
在物理概念教学中应用“延迟判断”策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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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而成”的物理概念充分“稀释还原”,将概念的

形成和运用过程尽可能完整、生动地展现开来,可达

成学生对所学概念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为此,可

采用图1所示的物理概念教学模式.

图1 物理概念教学模式

例如,“加速度”概念教学.加速度是一个重要

而又十分抽象的概念,不能直截了当地定义:“速度

变化与时间的比值叫做加速度”.为此,精心设计如

下教学过程:

(1)创设情境,提出课题.给出火车、卡车和轿

车运动的速度随时间变化图表(表1).

表1 火车、卡车和轿车的速度

时间t/s 0 1 2 3 4 …

火车v/(m·s-1) 0 0.2 0.4 0.6 0.8 …

卡车v/(m·s-1) 0 1.2 2.4 3.6 4.8 …

轿车v/(m·s-1) 9.5 7.5 5.5 3.5 1.5 …

  学生可由表1看出3车均做匀变速运动,且速

度变化的快慢不同.如何描述速度变化的快慢呢?

(2)实验观察,比较分析.学生分组实验:让小

车从平板上端滑下,改变倾角,观察小车运动情况.

通过比较,发现随着倾角增大,小车初、末速度的变

化量Δv增大,运动时间Δt变小,速度变化也就越

快.

(3)联想类比,概括定义.联想速度定义v=ΔsΔt
,

并作类比:可否用速度变化量Δv与运动时间Δt的

比值来反映速度变化的快慢? 对照数据发现各组的

Δv
Δt

均不变,且比值大小与速度变化的快慢一致.于

是可用此比值描述速度变化的快慢,并定义为加速

度,即a=ΔvΔt.

实践表明,物理概念教学中采用“延迟判断”策

略,充分“稀释还原”概念的形成过程,会使学生感

到所学概念有血有肉、清晰丰满.从而达到对概念的

深刻理解、灵活应用,并有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2.2 对于物理规律教学 应让学生经历“再发现”

过程

爱因斯坦说,“对真理的探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

可贵”.物理规律反映的是物理概念之间的联系,从

这个意义上说,是压缩了的知识链.教学中,我们不

应急于把前人获得的结论直接端给学生,让学生尽

快占有.应坚持“延迟判断”策略,使学生对物理结

论的判断,产生于经历必要的认知过程之后,即让学

生主动参与、经历物理规律的再发现过程.教师要精

心设计教学过程,使探索真正成为物理教学的生命

线.
学生学习物理时的认知活动,与科学家研究物

理的活动相比较,有着很多相同点,借鉴前人科学发

现和研究的方法,物理规律教学中可采用如图2所

示的模式.

图2 物理规律教学模式

途径1采用的是科学演绎法,是由一般到特殊,

从基本原理出发,经过演绎推理,导出相应的规律和

结论;途径2采用的是科学归纳,是由特殊到一般,

在大量实验事实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一般的物理

规律来.
例如部分电路欧姆定律,学生在初中已学过,现

在高中仍有此内容,这并非是简单的重复.虽然欧姆

定律作为一种认知结果,学生早已获得,但对其认知

的过程,他们并未体验过.可安排如图3所示的教学

流程.

图3 体验认知过程的教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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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的着眼点,是以学生的认知过程为主

线,将科学家的原发现过程,从教育与教学角度,进

行必要的剪辑和编制,让学生追根溯源,把他们带至

问题开始的地方,使教学过程真正成为学生主动参

与的“再发现”过程.

2.3 对于习题教学 要注重“过程分析”

物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有通过参与

一定的实践活动,才能将学得的知识最终转化为自

己的能力.物理习题教学是一种重要的实践活动.在

应试功利的驱动下,现实的习题教学中还普遍存在

轻过程分析、重解题技法的倾向.教师把习题分门别

类,机械地划分题型,然后让学生去套用既定程式和

技法.实践表明,这种把习题教学游离于过程分析之

外的做法,是很难奏效的,即使是应试的目的也难以

达到.问题解决是物理学习的终极目标之一,问题解

决的实践最有效于练就问题解决的能力.习题教学

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求出一个正确答案,更在于提高

学科知识的应用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一般的物理问题,总是有初态(条件)和终态

(目标),解题者的任务,应在于要寻找一系列由初态

逐渐逼近终态的中间状态.具体地说,就是,首先审

读题目,在明确对象、分析过程(状态)的基础上,构

造出适合题意的物理模型,使“实际问题”转化为

“物理问题”;接着选用相应的规律布列方程,把“物

理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然后求解作答、检验讨

论等.因此,物理习题教学中,坚持“延迟判断”策

略,注重过程分析,让学生主动参与问题解决的认知

过程,以有效培养问题解决能力.可采用如图4所示

的教学程序.

图4 物理习题教学的教学程序

3 “延迟判断”对教师的要求

3.1 积极的教学理念

教师要树立积极的教学理念,首先要转变教学

方式,由“教师教”转向“学生学”;其次,要着眼于学

生的发展,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亲口尝一尝梨子

的滋味”,在学习的过程中理解知识、掌握方法、锻炼

能力;再次,要有“磨刀不误砍柴工”的信念,在过程

教学中敢花时间、肯花时间.

3.2 有效的启发引导

“延迟判断”在教学中有效地实施,离不开教师

的启发引导.首先,教师要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思

维,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教师要能够有效深

化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思考由“浅表化”向“深层

化”发展,促进对知识深刻理解.再次,教师要能够

有效拓展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多方位思

考问题,实现思维的拓展与延伸,提高思维品质.

3.3 良好的教学机智

“延迟判断”教学不再是教师按照预设平稳进

行,课堂存在很大的“生成性”和“不确定性”,这就

要求教师有良好的教学机智,具备较高的教育预测

和调控能力.教师要能够预测学生在独立思考、自主

建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做到未雨绸缪,更要有

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适时、恰当的

启发引导.另外,教师能够灵活地驾驭课堂,把握好

时间,掌握好尺度,保证课堂的有效性.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教师要坚持“延迟判断”,也

要遵循适当性、适时性、适度性原则,不能一味地“延

迟”、“为延迟而延迟”,总之要把握好尺度,做到有快

有慢,张弛有度,充分发挥“延迟判断”在物理教学

中的有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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