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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两节同课异构引发的思考

徐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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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问题的学习因为能够帮助学生建构灵活的知识体系,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引

起教育者的广泛关注.但是不是所有基于问题的学习都是高效的呢? 笔者结合实例阐述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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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中基于问题的学习(Promblem based

Learning)是以问题为中心、学生为主体展开的教

学活动,它强调把学习置于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

境中.学生面对引发探究的问题,合作寻找解决问题

的方案.这种教学方式能够增强学生的内部学习动

机,提高其解决问题、小组合作、基于证据进行决策

判断以及自我指导的终身学习能力.基于问题的学

习是非常吸引人的,在中学学科教学中被广泛应用,

也有不少的文章阐述它的优点.那么是不是代表所

有基于问题的学习都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呢? 下

面笔者就这个问题,结合实例谈谈自己的看法.
为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持续深入推进“学讲计

划”,提升教师教研水平,我校举行“学南通、助学讲”

教学研讨活动.本次教研活动由两位教师甲、乙分别

执教了人教版《物理·必修2》第五章第4节“力的合

成”一节.这两节课,两位教师都是通过情境引入,

通过问题引发学生思考,但是因为教学过程不同,达

到的教学效果也不同.
两位教师在课堂引入的环节都很精彩,都重视

问题情境的设置,通过活动实施知识的建构.教师甲

通过生活中的实例“提水桶”引入、教师乙通过“一

指断钢丝”引入,既联系实际,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

机.在探究合力与分力关系的环节,两位教师的设计

差别较大,下面笔者分别呈现两位教师对这一环节

的教学设计以及产生的教学效果.首先是教师甲的

教学过程.
教师:合力和分力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

呢? 下面利用老师为你们准备的器材,或者自备器

材,前后两桌4位同学一组,设计实验方案.
学生激烈讨论、设计自己的实验方案.
教师:现在大多数组已经设计好,哪些组愿意把

你们的方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组1:我组的方案是先用一只弹簧测力计拉

弹簧(同时演示,组内同学互相配合),并读出这只弹

簧测力计的读数,然后再用两只弹簧测力计互成角

度拉弹簧,并读出读数.比较合力与分力的关系.
教师:这个实验中一个力和两个力等效的标志

是什么?

小组1:被拉的弹簧两次伸长相同,可用铅笔做

下记号O.
教师:力是矢量,力的方向如何表示?

小组1:用铅笔描出弹簧测力计的两个端点,连

线为方向.
教师:这种方法不容易准确地描述力的方向.其

他组同学相互讨论,看看用什么方法解决他们的难

题.

—711—

2018年第3期               物理通报               物理问题讨论

* 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立项课题“聚焦课堂细节的高中教学微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D/2016/02/141



学生(讨论后举手回答):可以把弹簧测力计钩

在细线上,细线的方向为力的方向.
教师:刚才那位同学补充得很好,一定要考虑力

的矢量性,而且两次实验的效果要相同.还有没有其

它实验方案呢?

小组2:在竖直木板上固定白纸,通过两个弹簧

测力计拉系有绳子的重锤,然后改用一只弹簧测力

计拉,读出示数,并在白纸上记下这两次力的大小和

方向.
小组3:将3个细绳套打结系在一起,用3只弹

簧测力计互成角度的拉,在白纸上记下3个力的大

小和方向,并读出示数.
教师:这几种实验方案都很好,下面根据你们设

计的方案开始操作实验.
学生实验,教师巡视指导.
教师:请同学们取下白纸,把实验器材整理好,

然后作出这3个力的图示,看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

关系?

学生做力的图示,猜想3力的关系.
教师:我们在学习平面几何时,可以通过添加辅

助线找到已知量和未知量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们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添加辅助线找到合力与分力的关

系呢?

学生小组讨论,并展示探究方案.
方案1:如图1所示,做F1与F2到F的垂线,取

F1 与F2 沿F 方向的长度求和,就是F 的大小.

图1 正交分解法

教师:这个方案蕴含了正交分解的思想,是值得

肯定的,但是如果不知道合力的方向就没法做垂线.
而且合力与分力的关系也不是很明显.

方案2:如图2所示,用虚线连接F 与F1 与F2

构成四边形.

图2 平行四边形法

教师:这个方案好,F 与F1,F2都包含在里面,

请同学们观察一下,这个四边形有什么特点?

学生:像平行四边形.
教师引导学生以F1,F2为邻边做平行线构建平

行四边形,并得出力的合成遵循平行四边形定则,并

指出这也是前人经过大量的实验检验的.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适时、适度地参与学生的探

究活动,考虑到学生的实际困难,教师设置好情境和

问题引导学生步步深入进行探究,注重教师的“导”

和“参与”,淡化教师的“教”,重视学生对知识的自主

学习与自我构建,强化小组学习与小组交流,在师生

互动、互助中达到学习目的,完成教学目标.这个教

学过程的设计符合人们的认知规律,进一步培养了

学生的探究能力.
在探究合力与分力关系这一环节,教师乙的教

学设计与教师甲存在很大的差别,教师乙也为学生

准备了必要的器材,学生同样四人一组,但在这一环

节中,教师乙与学生的互动很少.他先是以“合力与

分力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引入,然

后引导学生利用给定的器材小组交流、讨论实验方

案并操作实验.把课堂剩下的25min完全交给学

生.在学生设计以及实验的过程中,教师并没有对学

生的探究过程加以适时的指导.学生虽然积极地讨

论实验方案、实施实验,但是在实验过程中还是遇到

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所

以学生虽然有足够的时间但是学习的效果并不是很

好,临近下课,全班8个小组,真正得到合力与分力

正确关系的只有2个小组,所以这堂课教学效果并

不是很好.
虽然这两位教师都是使用了探究和基于问题的

学习活动,但是教学效果却不尽相同.事实上并非所

有的教育心理学家都认同基于问题的学习对全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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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是有价值的.美国学者PaulKirschner和他的

同事曾在《教育心理学家》杂志上发文,明确指出:

“尽管非指导性教学或者说指导最少化的教学方法

非常流行,而且看上去更吸引人.问题在于这种教学

方法忽视了构成人类认知结构的框架,同时还忽视

了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据: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研究

一直表明相比强调对学生认知过程进行引导的指导

性教学方法,指导性最少化的教学方法并不十分有

效.”美国另一学者LouisAlfieri和他的同事对过去

50多年的研究结果进行梳理后得出类似的结论:

“不给予指导的发现式教学,基本不会促进学习.”

当然运用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学生无疑是教

学的主体,但也不能否定教师的作用,教师在问题的

设计、指导学生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调控学生

的合作学习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学生遇到

无法解答的问题或困难时教师应当及时给予提示和

帮助,充分发挥教师“导”的作用,使学生顺利完成

学习目标,提升学习效率.所以非指导的基于问题的

学习对学习的促进效果是有限的,而有引导的基于

问题的学习,才能够真正帮助学习者主动参与和建

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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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有负载电流的情形,在式(1)中用jωL1I0
代表左边的u1,移项后得

  jωL1(I1-I0)=-jωM21I2 (9)

令I1′=I1-I0,它代表由于存在负载电流I2 后

原线圈增加的电流,其作用是抵消I2 的磁通量.于
是有

    I1′
I1 =-M21

L1
(10)

可以证明,M21

L1 =N2

N1
,且在理想变压器条件下

I1′≈I1,于是有

I1
I2=-N2

N1

此式即为理想变压器的电流变比公式,式中的符号

表示I1 的相位与I2 相差π.

3 问题分析

在上述题目中,由于副线圈连接的是纯电阻元

件,因此副线圈中电压u2 与电流I2 是同相位的.又
由于原线圈中的u1 的相位与副线圈u2 相差π,原线

圈中电流I1 的相位与副线圈中电流I2 相差π,所以

原线圈的电压u1 与电流I1 是同相位的.进一步知

道,原线圈中串联的电阻两端电压与线圈两端电压

是同相位的,所以它们的有效值可以直接相加等于

电路的输入电压.至此,上述问题就全面解决.

3 启示与反思

在交流电路中,对于不计电阻的电感线圈或自

感线圈,其两端电压的相位超前电流相位π
2
,这一点

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于理想变压器中的线圈来说,它
是互感线圈,其表现出来的性质不同于自感线圈,如
在上述讨论的理想变压器远距离输电问题中,其两

端电压与电流可以是同相位的.之所以有这样的差

异,从能量的角度来看,自感线圈是作为一种储能元

件,而互感线圈是传能元件,其等效为一个耗能元

件.
在中学物理远距离输电的教学中,有时教给学

生的是一些结论性的知识,如高压输电电压等于输

电线上的损耗电压加降压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这其

中的深层次的原因不必要求学生知道,但对教师来

说应做到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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