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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如何通过课堂将物理核心素养落地,这成为每一位物理教师的首要问题.为

了不至于“穿新鞋走老路”,就必须在课程理念的指引下,在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上破冰,基于学生深度学习的深度

教学,才能使核心素养植根于课堂.笔者以自己获得的一节部优“优课”“粒子和宇宙”为例,谈通过深度教学提升核

心素养的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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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背景分析

在人教版物理3 5教材“粒子和宇宙”一节在

教学上属于“了解”要求,在考试上也属于几乎无人

问津的内容.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这堂课经常被教

师“一带而过”.但是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育

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

鼓舞.”所以从新课程理念角度去研究本节内容,其

中蕴含着极大的财富.

笔者从核心素养培养的角度出发,通过挖掘、拓

展和重组教材,深挖其中的教育功能,利用深度教学

让物理教学从三维目标到核心素养整合.

2 挖掘、拓展物理学史的教育功能

在教材中,对于粒子的认识和发展内容,没有涉

及具体的历史过程.学生已经学习了有关粒子的知

识,但是学生对粒子的数量、单个粒子的特性、粒子

的分类都知之甚少,同时课本中对粒子发现历程中

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几乎没有涉及,而

这其中蕴含的教育功能却是最重要的,所以教学中

要突出体现和渗透.为此,教学中将这一部分内容作

了重组.

按照原子、原子结构、原子核、正电子、中微子、

夸克、400多种粒子,再到粒子分类的线索进行授

课,可以将物理学史的重要节点的教育功能展示出

来.如,汤姆生发现电子的历程,说明了创造性的发

现需要洞察力,科学研究不只是“客观地”揭露事

实,观念的突破在这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再譬如在

人类认识领域使得突破上:正电子的发现开辟了反

物质领域的研究;π介子的发现,标志着人类对物质

的认识向前跨进了一步,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即从

认识原子核深入到认识基本粒子的领域;夸克模型

是物理学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打破了人们元电

荷的认知.
以上这些是书本上获取不到的,需要教师的深

度研究.对学生来说是极大的认知冲击,这里适时安

排了学生大讨论,通过学生的个人体会和集体的交

流.例如有学生就意味深长地谈到:电子的发现让我

懂得,要以一种开放的姿态面对新事物,除了接受更

要学会质疑和创新,这是人类和科技不断进步的源

泉.通过这样的教学形式,学生主动地深度挖掘到人

类对事物认识和发展艰辛、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

从而对物理发展历史产生了深深的敬畏和赞叹,被

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所折服.

3 物理教学要激发学生的科学唯美

杨振宁把物理学之美分为3类:现象之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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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之美、理论结构之美.在粒子和宇宙的关系时用

到了一幅经典图片,如图1所示.这幅图将物理学之

美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首先,学生会被一条蟒蛇震

撼到,激发起对物理学和物理学家浓厚的兴趣,极大

地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其次,学生被物理学的理论从

极大到极小曼妙的遍布所吸引,并且感受到物理学

研究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之美;再者,对于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格拉肖提出的:“隐藏在原子内心的,是

宇宙结构的秘密”有了深层地、理性地理解和学科

的解读,并陶醉于物理理论结构的美感之中.在教学

中如果能够经常性的、有实际载体的去欣赏美,必定

会提高学生的审美,会从事物表面上的形式上的艺

术美上升到事物内在的科学美.科学美是结果大脑

整理、加工形成的美的意识或观点,这是一种较高层

次的美.从学科的物理教学到这种跨学科的教育,一

定会极大地丰富学生的内心世界和灵魂,使学生终

身受益.

图1 粒子与宇宙的经典关系

4 物理教学要激发学生深度的思维

针对教学时提出的“对原子的认识花了2000

年左右,而后来大量粒子的发现只用了100年左右”

这一问题时,学生就会想到研究工具、研究方法对于

物理学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样的教学设计,可以激发

学生深度的思维,探寻学科的研究方法.

通过讨论交流,学生得出了粒子物理的发展体

现了模型和实验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这是

几百年来粒子物理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不仅使

得物理学科的发展突飞猛进,也对其他学科起到了

推动和辐射作用.通过这样的构建性的课堂教学,学

生的思维已经从表层上升到了高阶的思维,增长了

学科思想、提升了学科能力.

图2 模型与实验的逻辑关系

5 从单纯的物理教学走向教育

5.1 为爱国主义教育寻找好的载体

在粒子部分的教学中,华人的贡献是非常好的

教育题材,所以在教材的基础上对人和物作了拓展

和补充.例如,我国科学家发现的中微子第三种振

荡;我国的同步加速器、对撞机发展概况等,这些会

极大增强学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对于科学家,选择性地介绍了:李政道(31岁时

与杨振宁李政道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最早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丁肇中(因发现“J”粒子,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

学奖)、朱棣文(被誉为“能抓住原子”的人,朱棣文

获得了199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

学生对杨振宁这位科学家都比较感兴趣,但了

解不全甚至于不正确.当学生听到他的研究成果很

大程度上重构了近40年来的物理学和现代几何学,

已经排在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被

称为现代的牛顿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和崇拜.在娱

乐和八卦漫天充斥的生活里,无疑给学生注入了一

股清泉,这种偶像的正能量极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物

理和投身科学的热情.同时这些华人科学家的精神

在学生的内心深处引起强烈共鸣,在潜移默化中给

学生上了一堂非常优质爱国主义教育课.

5.2 启迪学生对生命的思考

宇宙演化教学中,特意加上了地球生命的诞生、

人类的发展史,再通过安排小组讨论,可以引发学生

深度的思考和交流.当学生道出了:人类的发展史在

宇宙演变中只是沧海一粟,人的寿命更是微乎其微,

但是人的知识是无限的,我们可以凭借知识一代代

的传承,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永恒;虽然人类已经在物

理学上发现了很多,但对宇宙而言,人类目前只是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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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PTA量表评价学生计算题解题能力

倪志峰  周梁琴

(无锡市梅里中学  江苏 无锡  214112)

(收稿日期:2017 02 21)

摘 要: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客观准确地评价学生的计算题解题能力? 笔者分析构成计算题解题能力的基本

要素以及确定这些要素的评价指标,分配指标的权重,细化评判的标准,编制了PTA量表.综合多次PTA量表的得

分对学生的计算题解题能力做出客观的评价,利用客观的评价结果与家长,学生交流.制定相应的策略去提高学生

的计算题解题能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关键词:PTA量表  计算题解题能力  定量描述  客观评价

1 问题的由来

期末考试之后与一位家长交流,帮着孩子分析

试卷.因为最后的两个计算题都错了.所以告诉家

长:孩子的计算题解题能力太差.家长追问:到底是

计算题解题的哪方面能力差? 由此笔者就思考:“计

算题解题能力差”,实在是一个太笼统的说法.如何

和家长准确地讲清楚,到底是哪个方面出现了问

题? 使学生有努力的方向.是不是可以找一种比较

精准的、定量描述孩子的计算题解题能力的方法

呢?

2 能力 PTA量表的介绍

所谓“能力”,是指完成一项目标或者任务时体

现出来的综合素质.计算题解题能力就是学生在解

决计算题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素质和当时的个性心理

特征.

PTA(PrimaryTraitAnalysis)全称是“基本要

素特征分析法”.PTA量表理论的假设前提是:“任

何一种人为行为表现,包括行为的和认知的,都是由

一系列基本的要素组成.这些要素构成了学生学习

某些知识、技能或行为表现的基本单元,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只要对学生

牙学语的婴儿,宇宙对于人类来说仍是一片黑暗,因

此人类还要做很多,还要不断奋斗,将知识一代代传

下去 …… 这一系列发自肺腑的言语,这些基于物理

教学的理性的、关于生命意义的探寻和回答,对迈向

成年的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正确建立意

义何等重大.所以这不单纯是知识的教育更是人性

的教育,将物理教学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这不正是

核心素养的目的所在吗?

总之,核心素养的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但绝不

是空中楼阁.作为一线教师的我们应该从教育的高

度着眼,深挖教学资源、教育功能,让教学从灌输性、

接受性、表演性走向理解性、建构性、反思性,开展基

于思想的追寻、思维的启迪、方法的引领的深度教

学.让我们用课堂这根杠杆,以深度教学为支点,撬

动核心素养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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