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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问题驱动”是以问题为“导航”,通过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的“问题链”,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维、

乐于探究,在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学习目标的高效达成.有效建构高中物理“问题驱动课堂”,应该着力于问

题的精心设计、问题情境的创设、有效的合作交流和实时的激励性评价.

关键词:问题驱动  问题驱动课堂  建构  高中物理

  “问题驱动课堂”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

通过问题的精致设计、有序呈现和精心组织,高效展

开教学活动,引导学生通过系列问题的解决意义构

建新的知识、规律的课堂.

在一次全市物理公开课教学研讨中,笔者尝试

运用了“问题驱动教学法”,课堂教学效果很好,受到

了与会专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评.这节课由11个问题

组成了环环相扣的“问题链”,结合备课、上课、评课

和教后反思,笔者对这11个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

深度解读:运用“问题驱动教学法”,有效构建“问题

驱动课堂”,可以将学生引入到问题之中,唤起学生

解决问题的需要,增强学生学习物理的内在动力,培

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促使学生有效

地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教学过程(主要片段及环节)如下.

1 运用生活情境创设问题

案例1:播放视频:奥运会赛场,跳水运动员郭

晶晶在3m板上跳水,跳离板上升一段距离后,下降

并以优美的动作落入水中.

问题1:你能从动力学角度分析郭晶晶的运动

过程吗?

问题2:你能从能量角度分析郭晶晶的运动过

程吗?

问题设计解析:奥运赛场情境导入新课,能激发

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提出这两个问题能训练学生

的观察分析能力.根据必修1学过的动力学知识,学

生很容易分析出上升和下降过程中的运动特点(上

升过程减速,下降过程加速);依据初中已有的能量

知识,学生能顺利分析出上升和下降过程能量转化

的方向(上升过程动能转化为重力势能,下降过程重

力势能转化为动能).学生顺利解决这2个问题后,

教师适时鼓励学生,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顺势导入

课题“功”.
案例2:播放郭晶晶在日常训练时的3个片段视

频:为了训练平衡能力,郭晶晶两手分别平举着哑

铃,站在那里不动,站立20min;然后平举着哑铃水

平移动20m,感觉很累,把哑铃扔到地上,哑铃在地

上滚动好长一段距离.
问题3:郭晶晶两手分别拿着哑铃平举站在那

里不动,站立10min,她累吗? 她对哑铃是否做了

功?

问题4:郭晶晶拿着哑铃水平移动20m,她对哑

铃是否做了功?

问题5:郭晶晶把哑铃扔到地上,哑铃在地上滚

动过程中,她对哑铃是否做了功?

在学生思考以上3个问题时,让一个学生参与

真实的类似郭晶晶的情境体验,其他学生注意观察

这位同学的反应:让这位同学两臂伸直,双手平举,

端着一个自己坐的凳子,在讲台旁边站立20s,再让

—39—

2016年第9期               物理通报             教学案例设计与分析



他从教室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快结束时这位学生太

累了,凳子从手中滑落,在地上滚动一小段距离.这

时教师问他以上3个问题.
问题设计解析:这3个问题来源于生活情境,学

生会感到很亲切,将这3个问题融入真实的学生体

验中,学生会更加感兴趣.参与体验的学生根据自己

的体验感觉很累,回答自己做了“功”,教师再做一个

总结说:“其实,你劳而无功”,这肯定会引发其他同

学的再思考、再讨论,更激发学生进一步分析问题的

愿望.
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生自己也有过类似

的经历,生活经验和物理知识充分碰撞,必然促成知

识规律的重新构建.教师要引导学生讨论:为什么

“劳而无功”? 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工”与物理学中

的“功”的区别?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总结、交流,促

成学生知识的自主构建:做功的两个必要因素是“力

的作用和物体在力的方向上发生位移”.功的概念教

学目标顺利达成.

2 运用知识的迁移创设问题

案例3:

问题6:物体在水平恒力F 的作用下水平向右

行驶,行驶的位移为l,如图1所示,求在这个过程中

力F,重力和支持力对物体做的功分别是多少?

图1

问题设计解析:功的概念建立后,功的计算顺理

成章的提上日程,即运用知识的迁移创设生成新的

问题6,解决问题6,强化了学生对功的概念的理解;

同时为力和位移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功的计算埋下

伏笔.
案例4:

问题7:物体在恒力F 的作用下水平向右行驶,

恒力F 与水平方向夹角为α角,行驶的位移为s,如

图2所示,求在这个过程中力F 做的功是多少?

图2

问题设计解析:与问题6相比,力F改变了方向

即知识再迁移生成新的问题,学生有耳目一新的感

觉,学生的探究欲望被点燃,学生已经学习过力的分

解知识,将F沿位移方向和垂直于位移方向分解,垂

直于位移方向的分力Fsinα不做功,沿位移方向的

分力Fcosα做的功为W1=Fcosα×s;所以,恒力F
做的功为W =W1=Fscosα;顺势迁移,引导学生思

考,如果把位移沿力的方向和垂直于力的方向分解,

结果如何? 学生也会很好奇,学生解决问题的需要

被唤起,产生分析问题的动力.最终2次探究结果是

相同的,这样就得到了恒力功的一般表达式 W =
Fscosα.教师引导学生理解公式:

(1)功等于力的大小、位移大小、力的方向与位

移方向夹角的余弦的乘积;

(2)功等于力与力的方向上位移的乘积;

(3)功等于位移方向的力与位移的乘积,这3种

说法是等效的.补充说明功是标量,功的单位.
案例5:

问题8:如图3所示,物体在恒力F的作用下,在

水平方向运动,通过的位移s=1m,F与水平方向的

夹角α=30°,F=5N,求这3种情况下力F对物体做

的功分别是多少?

图3

问题设计解析:功的通用计算公式推导出来后,

它的应用自然提到日程上来,问题8其实是问题7
的各种变式,多数学生会想:这些变化又会带来什么

新奇的知识呢? 此时,教师让3位学生到黑板上做.
带着好奇心,带着解决问题的任务,每位学生继续前

行.学生做完后,教师引导学生对比分析黑板上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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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结果,学生会惊讶的发现:竟然有两个结果是负

的.新的问题(即正负功问题)立刻生成并摆到每位

同学面前,学生此时又有新的学习需要被唤起,带着

强烈的学习动机去探究这个问题.教师此时顺势引

导学生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究:

(1)根据功的公式分析W =Fscosα

1)当0≤α<π2
时,cosα>0,W >0,这表示

力F 对物体做正功;

2)当α=π2
时,cosα=0,W=0,力F的方向和

位移s的方向垂直,力F 不做功;

3)当π2<α≤π时,cosα<0,W <0,这表示

力F 对物体做负功,也可以说物体克服这个力做正

功.
(2)从动力学角度分析

力F阻碍物体前进时,对物体做负功;力F推动

物体加速前进时做正功,可以理解为动力做正功,阻

力做负功.
(3)从能量角度分析

力F对物体做正功,物体动能增加;力F对物体

做负功,物体动能减少;功的正负代表能量转化的方

向.
从物理回归生活,回到开始引入新课的视频和

当时分析的结论,引导学生结合正负功知识再次分

析:郭晶晶离开跳台后,阻力忽略不计,只受重力;上

升阶段:速度减小,重力是阻力,重力做负功,重力势

能增加,动能减少即动能转化为重力势能;下降阶

段:速度增加,重力是动力,重力做正功,重力势能减

少,动能增加即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引导学生归纳

总结:功是标量,但有正负,功的正负不表示做功的

多少,表示做功的力的作用效果和能量转化的方向.

3 运用知识的发散创设问题

案例6:

问题9:如图4(a),物体在恒力F 的作用下,由

静止开始在水平方向运动,物体质量m=1kg,物体

与地面的动摩擦因数μ=0.25,斜面倾角α=37°,求

物体通过2m位移过程中,

(1)各个力对物体做的功?

(2)合力对物体做的功?

问题10:如图4(b),物体从粗糙斜面自由下滑,

物 体质量m=1kg,物体与斜面的动摩擦因数μ=
0.25,斜面倾角α=37°,求物体沿斜面下滑2m过程中,

(1)各个力对物体做的功?

(2)合力对物体做的功?

图4

问题设计解析:问题9是在问题8第2幅图的基

础上延伸,问题10是功的公式应用的拓展变式,表

面上看还是功的公式的应用,学生不会感觉到什么

异样,实则为下一个教学目标埋下伏笔;可以分别叫

两位同学到黑板上作答.此时,课堂时间已经过去大

半,学生比较疲倦,注意力很难集中,教师可以赞扬

刚才学生在解决问题8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

智、敏锐的观察力、善于表达的口才等,让学生获的

充分的自我效能感,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这时,又有

新的问题、新的任务驱动着每一位同学继续前行.学

生做完后,教师点评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存在的

优点和不足之处,然后引导学生对比分析两个问题

的解题过程,继续探究:各个力做功与合力做功之间

是否有联系,有什么联系? 学生自由讨论,积极主动

构建新知识.水平面(问题9)和斜面(问题10)两种

情况下都得出相同的结论.这时,教师引导学生归纳

总结总功的计算方法:总功等于各个力对物体做功

的代数和,也等于合力对物体做的功.

4 运用学生的学习体验创设问题

案例7:

问题11: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你还有哪些疑问?

问题设计解析:这个问题是对本节课所学知识

进行总结梳理,可以让学生自由讨论,在讨论过程

中,有思维方法的研究,有知识规律的理解,有物理

学思想的碰撞,有同伴间的合作交流,各种能力在这

个过程中都能得到进一步提升.教师再让小组代表

发言,小组间相互补充完善,最终完成本节课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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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验设疑 引入新课教学

徐益勇

(温州市第五十一中学  浙江 温州  325014)

             (收稿日期:2016 04 17)

摘 要::物理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由于实验具有真实、形象、生动的特点,对中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极易

唤起他们的直觉兴趣.在引入新课时,教师可以创设一些有趣、新奇和使学生感到意外的演示实验,创造愉悦的物理

学习环境,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关键词:创新实验  引入新课  设疑  课堂教学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中学物理

课堂教学也是如此.好的新课引入,会让新知识、新

方法的学习在“悄无声息”中进行,会制造轻松、和

谐、愉悦的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力和创造

力,会在制造认知冲突中,激发学生“求结果”、“探究

竟”的欲望.平淡无奇、无矛盾冲突地引课,是很难

吸引学生注意和激起学生兴趣的,自然不利于培养

学生能力、发展智力.虽然引课的方式多种多样,但

是物理课的新课引入比较好的选择就是演示实验,

用物理实验设疑引课,关键是设计好引课实验,其核

心是设疑.用实验设疑引课,从新课一开始就击起智

慧的“火花”,造成悬念,使学生注意力高度集中,利

于迅速进入“角色”,积极思考,探究新知,使教与学

顺利延伸,并夺取最佳效果.下面笔者介绍3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个用创

归纳、总结.
著名科学方法论学者源普尔认为:“正是问题激

发我们去学习,去发展知识,去实践,去观察.”就物

理“问题驱动课堂”而言,发现、提出问题是主体,分
析、解决问题是目标,激励评价、有效反思是保障.以
此为“纲”,物理“问题驱动课堂”的有效建构才能真

正实现“软着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
(1)教师要认真研读教材、教参,精准定位课堂

教学的重点、难点,准确把握学生的实际,善于对各

种课堂教学资源进行有效的筛选、整合,引导学生积

极、主动参与系列问题的设计以及问题情境的创设.
问题的设计要充分彰显物理新课程的三维目标,表
述简约、清晰,上挂下联,递进分明;

(2)积极营造最适合学生提出、分析、解决问题

的课堂氛围,教师要善于走进学生,融入学生群体,

倾心聆听不同层次学生的声音,善于发现、抓住生成

性问题,努力做到“收”“放”自如,促进学生积极的

学,深入的学,智慧的学,快乐的学;

(3)注重师生的多向互动,在平等、合作、交流

中,师生动脑、动口、动手、动情、动心,相互理解、相
互悦纳、相互支持,催化学习共同体的有效生成,实
现师生生命的共同成长;

(4)积极发挥激励性评价的作用.评价是为了

激励、促进和发展,真正有效的互评、组评、师评,都
应本着公正、民主、个性和人性,以激励为立足点,着
力培育学生的思维方式、积极情感、行为习惯、良好

德性和价值取向等,为学生的终生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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