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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开放性问题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需要大量的实践,不断地深入研究.结合3个教学案例和个人的

教学实践与反思,阐述了设计开放性问题促进深度学习的三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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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开放性的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经常进行这样的训练,学生会越来越聪明,在实际问

题中就善于迁移和创新.问题的开放性与信息量有

关,开放度越大,信息量越多,学生的思维空间就越

宽广.在教学问题的处理中就开放度来说有3个层

次:一是不开放,就事论事,用单一方法解决问题;二

是提出问题,问题的答案不唯一,放开让学生自由想

象;三是提出问题,问题的答案不唯一,在实践中,让

学生手脑并用解决开放性问题[1].
深度学习是指源于学习者自身内部动机,对于

有价值的学习内容进行完整准确、丰富而深刻地学

习.在教学过程中,如何促进学生发生深度学习? 主

要从以下3方面着手:(1)激发和保持学生学习的内

部动机;(2)选择更有价值的学习内容;(3)如何发

生完整准确、丰富而深刻的学习.最关键的是如何发

生.
不管是行为主义还是认知主义教学和学习理

论,促进学生发生深度学习关键是给学生学习时空

和资源让学生能充分的体验,在体验中反思,从而发

生深度学习.教师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对学习者的学

情分析,设置针对性的问题促使学生发生深度学习.
学生对教师挑选的有价值的学习内容进行完整的深

刻的学习,需要对每堂课中的学习难点和重点知识

进行比较深刻的认知.教师针对学生学习中的困惑、

重难点设计开放性的问题,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

空间、更丰富的资源,在问题的引领下,发生深度学

习.
设计开放性问题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需要大

量的实践,不断地深入研究.结合3个教学案例和个

人的教学实践与反思,谈设计开放性问题促进深度

学习的三重境界.

2 设计开放性问题 促进深度学习的三重境界

境界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 实践缺乏理论的指导

案例1:描述圆周运动的物理量

情境:“月球和地球谁跑得快? ”地球说,“你怎

么走得这么慢? 我绕太阳运动1s要走29.79km,

你绕我运动1s才走1.02km.”月球说,“你可别这

么说! 你要用一年时间才绕一个圈子,我28天就走

了一圈,一年时间我就能走13圈多,你才慢呢 ! ”

地球与月球谁说得有道理? 谁运动得比较快呢?

问题:如何比较他们运动得快慢? 设计你的方

案,并用身边的器材或同学之间互相配合证明你的

方案是否可行.
【实践反思1】

(1)提出问题,放开让学生自由想象.学生比较

圆周运动的快慢,其答案是不唯一的,学生根据自己

对情境的比较,发挥自己的想象,提出自己比较的方

法.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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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我绕太阳运动1s要走29.79km,你

绕我运动1s才走1.02km”,可以在相同时间比较

弧长,得出线速度的概念.

2)根据 “你要用一年时间才绕一个圈子,我

28天就走了一圈,一年时间我就能走13圈多,你才

慢呢 ”,可以在相同时间比圈数,得出转速的概念;

同时也可以在相同时间比较转过的角度,得出角速

度的概念[2].
(2)让学生在实践中手脑并用解决开放性问

题.学生提出具体的比较方案后,用身边的器材或同

学之间互相配合证明你的方案是否可行.这让学生

充分地发挥想象,同时利用身边的器材做一些物理

小实验.例如:

1)学生利用左右手徒手同时画圆、在纸上画

圆或用圆规画圆.

2)两位同学站起来,原地转圈或跑圈.

3)研究电风扇叶片上某点转动的快慢.

4)有些同学用纸剪出一个圆,用铅笔做轴心,

比较上面两点运动得快慢.学生可以充分地发挥自

己的想象力,利用身边的器材,解决开放性的问题,

达到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3)从深度学习的视角看,本节课的重难点是

理解描述圆周运动的物理量:线速度、角速度、转速

和周期等概念.教师设计了开放性的问题,让学生去

讨论,设计方案,用简单器材去验证自己的设计方

案,让学生充分地参与,对描述圆周运动的几个物理

量产生了深刻的认识.教师通过开放性问题触发学

生深度学习.但是开放度太大,学生在设计小实验解

决问题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积极参与.通过

这节课的实践可以看出设计开放性问题促进学生深

度学习,教师以前也在做,但是做得不是很成熟,理

论和实践没有很好地结合,处于一种“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境界.
境界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 开放性问题的解决需要教师适时引导

案例2:牛顿第三定律

问题: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之间有何关系?

学生猜想: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作用在一条直

线上,作用在两个物体上.
探究: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吗?

学生活动:拔河比赛.
(1)选一身体很壮且个子很高的学生甲和瘦小

的学生乙手拉手拔河比赛,谁会赢? 学生甲赢了.
(2)能不能让学生乙赢得比赛? 同学们想一想

办法.
(3)解决办法:学生甲站在滑板上比赛,结果学

生乙赢了.
实验探究:利用两个弹簧测力计如何设计实验

探究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关系? 你的方案是什

么? 实验过程中应注意什么?

学生方案:两个弹簧测力计对拉.
问题:对拉过程中,观察什么? 如何对拉? 什么

时候读数?

学生方案具体化:

(1)两个固定拉;

(2)固定一个,另一个拉;

(3)两个移动过程中拉.
学生实验后,展示实验结果.
(1)调零.
(2)A弹簧测力计固定,B弹簧测力计拉,静止

时读数,结果大小相等.
(3)两个弹簧测力计一起拉,大小相等.
(4)缓慢向前匀速运动过程中,大小相等.
(5)加速过程大小是否相等呢? 如何读数?

引出力传感器对拉,探究加速、减速过程中的作

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关系.
【实践反思2】

(1)本案例设计的开放性问题:作用力和反作

用力之间有何关系? 问题解决过程不是任由学生自

己解决,而是循序渐进解决的.

1)拔河比赛谁会赢? 触发学生思考.

2)两个弹簧测力计对拉研究匀速运动过程,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之间有何关系?

3)不同运动状态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之间

有何关系?

(2)从深度学习的视角看,本节课的重点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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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探究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关系.通过拔河比

赛、两个弹簧测力计对拉实验已基本解决问题,但是

学生思维的生长点:如何实验探究加速或减速过程

中,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关系? 如何突破学生

学习过程中的思维障碍,促进其深度学习的发生,关

键看课堂问题如何设计.通过力传感器对拉,探究加

速、减速过程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关系.课

堂进入高潮,让学生对不同运动状态下作用力和反

作用力的大小相等这一难点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

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发生.
这是一节公开课,课堂设计具有开放性,但是问

题解决并不是让学生自由解决,而是适当加以引导

点拨,抓住了学生的思维生长点,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的发生,让笔者对如何设计开放性问题促进深度学

习的发生体会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境界.
境界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 动脑动

手实践,学以致用,深度学习真正的发生

案例3:自感

情境1:用一节电池与开关连成如图1所示电

路,连接好后,请多位学生手拉手站好,站在边上的

两位学生用手各自握住线头A,B 的裸露部分.
(1)接通S,有没有感觉?

(2)断开S时,有没有感觉呢?

图1 电路1

情境2:将线圈接入电路,电路图如图2所示.
(1)接通S前和接通S后,有没有感觉?

(2)断开S时,又有没有感觉呢?

图2 电路2

对比两个情境,根据以下问题分析:人为什么在

情境2中有感觉? E=1.5V,RL=10Ω,R人 =1500

Ω,电池内阻忽略不计.
(1)开 关 闭 合,电 路 处 于 稳 定 状 态 时,IL =
,I人 = .

(2)断开开关时,通过L的电流如何变化?

(3)穿过线圈L的磁通量如何变化?

(4)线圈L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什么方向?

(5)线圈L对人来说相当于什么?

(6)断开开关瞬间,试计算人两端的电压约为

多少伏特?

(7)开关断开时通过人的电流方向与原方向是

否一致? 请设计实验证明.
(8)请在图3中画出开关断开瞬间,通过人的I

t图像.(规定通过人的电流方向为正)

图3 电路I t图

情境与问题3:断电时有感应电流,通电时有没

有呢? 请你设计电路图观察通电自感现象.请大家分

析这些电路图是否合理? 如果不合理,请你提出改进

方案?

【实践反思3】

(1)开关断开时通过人的电流方向与原方向是

否一致? 请设计实验证明.解决这个问题,学生设计

出多种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1)用发光二极管.

2)二极管和小灯泡.

3)电流表.这样设计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这个设计达到第2个层次:提出问题,放开让

学生自由想象.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创新思维的基础,

设计开放的问题,给学生以机会,培养其创新思维.

(2)断电时有感应电流,通电时有没有呢? 请你

设计电路图观察通电自感现象.请大家分析这些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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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是否合理? 如果不合理,请你提出改进方案? 解决

这个问题,学生可以根据断电自感获得启示,设计出

不同的电路,并让学生自己判断是否合理,得出一个

比较满意的设计方案.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这

个设计达到第3个层次:在实践中,让学生手脑并用

解决开放性问题.动手实践可以将想法付诸于行动,

用实践检验自己的创新想法,开拓学生的视野,很好

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大胆地尝试,开动脑筋,从而

为学生的创新思维提供良好的助推力[3].
(3)从深度学习的视角看,本节课的设计抓住学

生思维的难点:“断电自感中,通过人的电流方向与原

方向是否一致? ”设计了开放性问题促进学生深度学

习的发生.深度学习在于如何发生完整准确、丰富而

深刻的学习? 关键4步:

1)对学生已有知识的积淀和正确认识;

2)给学习者充分交往的时空和载体;

3)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4)学习的自我反思.

关键是给学生学习时空和资源让学生能充分地

体验,在体验中反思,从而发生深度学习.本节课学生

通过断电自感的学习,对自感现象有了一定的认识,

但是不完整而深刻.教师设计第2个开放性问题,让

学生自己动脑动手实践,学以致用,促进深度学习的

发生,达到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境界.

3 总结

综上所述,设计开放性问题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

发生,需要不断的实践,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以

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反思理论促进再实践,提升实

践的境界.深度学习的发生,需要针对教学中的重难

点,设计开放性问题去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去

驱动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设计问题要

以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为中心,设计的问题要“吻合

学生思维的起点、扣准思维的疑点、揭露思维的盲点、

把握思维的重点、紧扣思维的难点、踏准思维的节

点”[4].这样才能真正地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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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ΔΦΔt=SΔBΔt=πr2ΔBΔt

r>R时

ε= ΔΦΔt=SΔBΔt=πR2ΔBΔt

总结:这两个ε其实是一回事,数值上应相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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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总结:高考题紧扣高中知识点,利用法拉第

电磁感应定律和电动势定义式,对感生电场力做功进

行了考查,其巧妙之处在于问题的解决无需对场提出

特殊要求,可谓“平台有限,舞姿优雅”;而竞赛题则在

知识点上不受限制,对感生电场的考查更加抽象,从

力学角度本题既考查了切向力(感生电场力)又考查

了法向力(洛伦兹力),真是“放开手脚,尽情挥洒”.

3 结束语

对于同一个知识点,高考题和竞赛题的切入点和

落脚点都会有所不同.笔者通过设置合理的教学梯

度,并进行有效的拓展,使高考和竞赛无缝对接、浑然

一体.学生们丰富了知识也开阔了解题思路,更为重

要的是通过养成深度思考问题的习惯,学生的物理学

科素养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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