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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利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进行物理习题教学,在习题教学中让学生发挥出自我暗示的作用,使

同一道习题适用于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帮助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够完成题目并获得成就感,提高学习物理的信

心,并以一道结合了压强、浮力以及滑轮组知识的习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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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这一学科包括概念、现象、原理、规律的

学习以及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应用,还包括习题的

学习.就习题教学现状而言,即使学生的现有学习水

平不同,为了方便课堂集中讲解,需让不同水平的学

生解决相同难度的习题.对于水平不足以解决这一

习题的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将会受到打击,根据

最近发展区理论,可以为这些学生提供一些指导,帮
助他们提高现有水平,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
样尽可能的让所有学生都获得成就感,发挥出学生

的自我暗示作用,增强信心,并提高学习物理的兴

趣.

1 理论基础

1.1 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

维果茨基认为,最近发展区是指儿童的两种发

展水平:一是儿童现有水平,也就是由一定的已经完

成的发展系统所形成的儿童心理技能的发展水平;
二是儿童在有指导的情况下,借助成人帮助或在于

他人合作中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而这两者

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
1.2 自我暗示作用

埃米尔·库埃认为心理暗示是人们受到的外界

或他人的情绪、愿望、判断、态度、信念等的影响而产

生的心理反应,在生活中无时不在接受着外界的暗

示.然而这些他人的暗示对我们而言,要是不在精神

上认同它,自己不乐意接受,它们根本起不了任何作

用.只有这些思想变成了你自己的,潜意识就会随之

发生作用,将他们付诸实践,化成现实.也就是最终

转变成自我暗示的力量,来发挥作用.他认为暗示力

不仅能够改善自己的身体机能,治愈某些疾病,而且

可以利用这种力量和方法塑造全新的身心.
教学应着眼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为学生提供

带有难度内容,调动学生积极性,发挥其潜能,超越

其最近发展区而达到其困难发展到的水平,然后在

此基础上进行下一个发展区的发展.
本文主要是通过让学生体验解出习题的成就

感,产生积极情绪,发挥学生自我暗示,提高自信.

2 基于最近发展区的自我暗示作用的发挥

根据最近发展区理论,在教学中应注意学生的

现有水平以及学生在指导帮助下能够达到的水平,
习题教学也不例外.学生是多样复杂的,现有水平以

及最近发展区的区间都有所不同,很多教育研究者

为帮助不同水平的学生更好地完成习题,提出分层

教学的方法,将习题分为不同难度,让学生根据自己

的情况,选择不同难度的习题练习.这样在一定程度

上让不同水平的学生都得到了发展,但也带来一些

困难.比如,教师在进行习题讲解时,没做提高型或

有难度的习题的学生在听讲时,因没有提前对这部

分题目进行研究思考,更容易听不懂,使其感到自己

与其他同学有差距,产生消极情绪,感觉自己能力

弱,比别人差的心理暗示,打击了他们学习的积极

性,甚至失去学习物理的兴趣.
为进一步解决学生各方面能力不同、现有水平

不同以及需要提供何种程度的帮助才能解决问题等

方面的困难,在习题教学中可采取如下方法.首先,
根据最近发展区理论,习题提出的问题应该在其现

有水平之上,学生才能得到发展;再者,对于一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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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的习题,最近发展区区域较大且思维活跃的学

生,可以自己利用知识的迁移提高自己的已有水平,

但也有部分学生由于基础知识薄弱,知识迁移、逻辑

推理以及思维能力较弱等问题,需要在教师或他人

的指导帮助下才能完成,但这帮助并不是给学生从

头到尾灌输,解决学生全部问题,而是通过文字提示

的指导,帮助学生提高现有水平,缩短最近发展区,

让学生达到最终目标.在此过程,学生在文字提示帮

助下,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都能产生积极情绪,体
验到成功的喜悦,从而让学生潜意识中相信自己的

能力,发挥出自我暗示的作用,增强了学生的信心,

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

3 应用

以综合压强、浮力和滑轮组知识的题目为例,说
明如何让学生发挥自我暗示的作用.

例题选自青岛市某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综合计

算题.
【题目】学生小雨站在水平地面上,通过如图1

所示的滑轮组从井中提水(不计绳重及摩擦).已知

小雨重力为500N,双脚与地面接触面积为0.04
m2,圆柱形水桶底面积为0.2m2,水桶容积为0.1
m3(不计桶的厚度).将空桶匀速往下放过程中(桶
底还没接触水面),小雨对地面压强为1.15×104

Pa,问桶和动滑轮总重.

图1 综合计算题

首先,为让解题过程简洁明确的同时,不遗漏题

目中所给的信息,教师应要求学生按已知、求、解、答
的过程解题,形成良好习惯.为了帮助学生形成自己

的思路,并增加解题步骤的逻辑性,建议培养学生从

问题开始,一步步寻找未知量解出,直到没有未知

量,题目完成,文字提示也按此步骤,符合学生认知

过程.
根据所给题目,学生可以写出,已知:小雨重力

G1=500N,小雨脚触地面积S1=0.04m2,桶底面

积S2=0.2m2,桶的容积V=0.1m3.小雨对地面的

压强p=1.15×104Pa.求:桶和动滑轮的总重G2.
以下是给出的渐进提示,与题目分开在另一页

纸上.
(1)从问题出发,求桶和动滑轮总重,先对此部

分受力分析,观察各个力之间的关系,找到未知量.
根据受力分析情况,学生会发现桶和动滑轮总

体受自身重力G2 和绳子拉力F1,二力平衡,得G2=
F1,其中F1为未知量.经过第一步提示,可以为没有

思路的学生提供线索,找到继续做题的干劲和自信,

发挥出自我暗示作用,防止学生在思考无果的情况

下放弃题目.
(2)观察滑轮组,发现F1大小与哪一个量有关.
分析滑轮组,F1 等于3倍的人给绳子的拉力

F2,即G2=F1=3F2,未知量为F2.学生完成这一步

后,进一步得到成就感,题目也简化了很多,获得更

大的信心.
(3)拉力F2 与小雨有关,可对小雨进行受力分

析.
学生经分析会发现,小雨受向下的重力G1,向

上的拉力F2 和支持力FN,即F2=G1-FN,其中未

知量为FN.完成至此,学生产生的积极情绪会促进

自我暗示作用的发挥,学生会得到自我鼓励,自己也

是可以完成的,提高学习物理的兴趣.
(4)小雨受的支持力与哪个力有关.
支持力与小雨对地面的压力F3 是平衡力,即

FN=F3,其中未知量为F3.即使完成上一步后,仍然

需要提示,但当学生完成到这一步,就会进一步得到

线索,获得一些知识和做题方法,使学生得到成就

感,这是自我暗示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5)小雨对地面的压力.
压力等于压强与接触面积的乘积,即F3=pS,

无未知量.即使学生是按照线索提示到最后一步,但
在过程中学生累积的积极情绪,能够引发学生自我

暗示的作用,提高学生自信,获得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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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导学·思学”模式下的物理课堂教学

王 蓓
(金华市第一中学  浙江 金华  321015)

(收稿日期:2016 12 27)

摘 要:“自学”“导学”“思学”三学并举,提升学生学习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在课前,以学案帮助学生明

确自学的重点难点,以微课的形式激发学生自学的兴趣,选择性以“一师一优课”详细讲解帮助薄弱学生先飞追击.
在课堂教学中,通过问题驱动、元认知提示语提问、培养学科情感等多种形式导学.课后,引导学生养成解题回顾的

习惯,让学生说题,暴露其思维过程,纠正解题方法,优化物理思维品质,以达到思学的目的.
关键词:问题先导  方法引导  反思主导

  新一轮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逐步在各地

轰轰烈烈地开展.浙江省的课程改革已经进入到学

科顶级设计层面,学科教学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学

习力.为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自2013年起,金
华一中确定课堂教学改革的形式为“自学·导学·
思学”三学并举的模式,给学生全面、丰富的发展留

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有利于学生自主、多样、持续、

有创造性地发展.
自学指学生课前在学案、微课、一师一优课等媒

介的协助下自行熟悉与学习相关内容,并带着自己

的观点或问题走进课堂.自学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

预习习惯,加强自主学习的能力,并提高课堂教学的

有效性.
导学指课堂教学中师生互动,教师全方位、多角

度地引导学生解决问题.教师在课堂教学上展现新

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设计,即以导为主,以导定

教,以讲为辅,坚持做好“五导”——— 导兴趣、导学

法、导思维、导互动、导创新.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主

动获取知识、体验探究过程、积累基本活动经验.导
学不仅能授人予渔,而且可以授人以“欲”,在导学中

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科情感.
思学指学生通过巩固练习、解题回顾、说题等形

式,审视自己的学习行为,并不断监控、调整、优化自

己的学习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有意识地、积极

主动地进行自我回顾、自我分析、自我评价、自我总

结,最终实现自我发展与提高.
本文在遵循教与学对应、实现高效课堂二重原

理的基础上,结合物理学科特点,谈谈“自学·导学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

  对于本身有能力解决此题的学生在自己独立

思考下,可不借助提示,对能力不足的学生,经思考

没有思路,可通过以上文字提示一步步提高现有水

平,直到发现自己可以独立完成剩余部分时即可不

在看提示.这样可以便于教师对习题进行统一讲解,
并令有着不同水平的学生都完成习题练习,体验到

成功,增强信心.

4 评价

通过将题目进一步分层,帮助不同水平的学生

提高现在水平,缩短最近发展区,直到在无提示的情

况下能够完成习题剩余部分,让学生潜意识中相信

自己是可以做到的,产生积极情绪,发挥自我暗示的

作用,增强学生的信心以及学习物理的积极性.但这

种方法对学生的自控能力要求较高,因此也需要提

高学生的自控能力,只有在经思考努力也无思路的

情况下才可以查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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