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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学生产生迷思概念的原因进行分析,介绍了迷思概念的主要获取途径,指出迷思概念转变的基本过

程,最后提出5种促进迷思概念转变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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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概念是学习物理的基础,而教学中由于多

方面的原因,学生的思维易被迷思概念带偏,所以物

理教学中,应该主动获取学生在概念理解中出现的

迷思概念,并采取措施积极转变.

1 学生产生迷思概念的原因

所谓迷思概念是指存在于学生头脑中的非科学

概念或错误概念,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1 生活中感性经验的影响

感性经验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来自于对事物表

面的认识,并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因而形成的概念

是错误的或者不准确的.例如,部分学生仅凭踢球球

动,停止踢球则球停,就认为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

因.
1.2 物理概念的负迁移

由于课程形成概念的阶段性,对物理概念的表

述并不是十分全面,但学生有可能把这些概念绝对

化,从而发生概念性错误,例如,误认为摩擦力总是

阻碍物体运动,当说到静摩擦力可成为动力时,往往

难以接受.
1.3 其他学科知识的横向迁移引起

各学科知识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但是,有
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负效应.如当学习完欧姆

定律后,就从函数关系出发误认为电阻与电压成正

比;根据字面理解就把超重认为是物体重力变大.

1.4 逻辑思维能力欠佳

部分科学概念的形成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在
学习中,不合逻辑地对概念进行外推,例如,根据矢

量“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特点误认为电流也是矢

量,而忽视了是否是矢量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否满足

平行四边形法则”[1].
迷思概念具有顽固性、隐蔽性,顽固性是指迷思

概念一旦产生便很难改变,对概念理解及后续的学

习产生严重影响.隐蔽性是指这些迷思概念不容易

被发现,若教师不主动获取、转变学生头脑中存在的

迷思概念,教学活动就无法做到有的放矢,影响课堂

效率.

2 获取学生迷思概念的主要途径

对迷思概念的获取总体来说能多不少,教师尽

可能掌握所有可能产生的迷思概念,教学中主要有

以下3种途径.
2.1 课前依靠教学经验预判  

根据皮亚杰认知发展的阶段性,教育背景大同小

异、年龄相仿的学生认知发展层次基本相同,所以对

于同班学生而言他们对于同一知识点产生的迷思概

念基本相同.在教学活动开展前,教师根据自己的教

学经验,结合考纲考点,总结往届学生对知识点产生的

迷思概念,作为对本届学生在知识学习前产生的迷思

概念的预判断,然后把这些迷思概念作为教学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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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的具体目标,进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表1所示, 是依靠教学经验预判摩擦力学习中存在的迷思概念.
表1 依靠教学经验预判摩擦力学习中存在的迷思概念

知识点 可能产生的迷思概念

摩擦力产生条件

物体静止受到静摩擦力,物体运动受到滑动摩擦力

两个物体接触面粗糙,两个物体间一定有摩擦力

地面是判断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的参考系

摩擦力大小

推不动物体,是因为推力小于摩擦力

正压力越大,静摩擦力越大

误把正压力当重力

接触面积越大,滑动摩擦力越大

速度越大,滑动摩擦力越大

摩擦力作用效果 摩擦力总是阻碍物体运动

2.2 课堂互动 探寻学生概念理解的思维过程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问题链的形式开展课堂

互动,逐步询问,以了解学生理解概念的思维过程,
发现学生在思考时存在的迷思.对于那些在互动中,
问题回答错误的学生,教师要热情鼓励他们讲出真

实思路,往往这些课堂表现活跃的学生,他们的错误

认识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从而一叶知秋了解学生总

体的情况.
2.3 课后利用选择题快速检测再判断  

当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后,利用选择题进行快

速检测,看之前预判的迷思概念是否解决以及是否

还有未发现的迷思概念.选择题题目短小且回答形

式简单,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大范围的考查,干扰

项的使用,能够建立清晰的辨析环境,使得考试结果

具有一定的诊断功能,考生对错误选项的选择,可以

揭示出其对概念迷思的地方,或者揭示出教学上存

在的问题.
例如在摩擦力这节,通过以下这道题来检测学

生对相对运动的理解.
【例题】质量为m 的木块无初速度的放置于水

平传送带的一端,传送带以恒定速度v逆时针转动,
假设物块和传送带间的动摩擦因数为μ,当物体刚

放到传送带上时,物体受到的摩擦力为(  )

A.f=μmg 方向向左   
B.方向向左的静摩擦力

C.f=μmg 方向向右

D.方向向右的静摩擦力

E.木块上面未施加力,所以不受摩擦力

同时,为缩小偶然性的影响,应设置两道以上同

一检测目标的试题.为了解学生的思维过程,鼓励学

生在解答时写出推导过程.为便于快速统计,可以让

学生互相交换批阅试题,能使教师在最短时间内获

得结果.

3 迷思概念转变的基本过程

概念转变即新旧信息的相互作用过程,迷思概

念的转变是指教师通过多种方式,用科学概念替换

学生拥有的迷思概念、促进学生认知发展的过程.以
往教师处理迷思概念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1)利用新知识“覆盖”,不注重学生已有的知

识经验,只关注给学生一个新的科学概念,企图期望

随着学生知识的增加,能自己消化,这种方式易造成

学生已有的迷思概念会不断干扰新知识的接受,导
致教学效率低下.

(2)教师直接指出学生迷思的地方,通过反复

强调,让学生机械记忆.这种方式是学生被动接受的

过程,学生既未认识到迷思概念转变的理由,概念之

间也未产生有意义的联系,学生难以掌握其实质,其
头脑里的迷思概念并没有得到转变.

那么如何促成概念的有效转变呢? 概念的转变

过程中伴随着教师教的过程以及学生对外界信息进

行加工的过程.信息加工理论的代表人物波斯纳等

提出,在以下情况中容易出现接受新的科学概念的

契机:①对现有概念不满;②新概念可理解;③新概

念合理;④ 新概念有效[2].
详细展开来说,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涵义:当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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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用迷思概念无法合理解释的问题情境时,就会激

发认知冲突,导致对迷思概念的不满,产生需要引入

科学概念的需求,这是概念转变发生的基础,波斯纳

强调认知冲突是引发学习者对现有概念不满的最为

有效的教学策略.与此同时,教师如果在讲授科学概

念的过程中让学生看到其合理性,或者使学生认识到

科学概念才是解决某一问题更好的途径.他们会更容

易相信并且接受科学概念,这是概念的内化过程[3].
这里要补充的是,迷思概念是因为难理解才生

迷思,所以在对一些容易产生迷思的概念,讲述的方

式需要慎重对待.同时应注意到概念的理解具有一

定的阶段性,盼望短期内形成科学概念是不现实的,

但是,短期内帮助学生建立科学概念的雏形是完全

有可能的,如帮助学生形成迷思概念的反例或者科

学概念的正例,并以此反例或正例建立推导过程.相
较于迷思概念的顽固性,这种方式也易理解和记忆.

因此,迷思概念的转变基本过程包括:(1)引起

认知冲突;(2)理解科学概念;(3)建立迷思的反例

或者科学概念的正例.

4 促进迷思概念转变的策略

(1)直观演示迷思概念的非科学性

教师利用实验仪器、多媒体课件等清晰直观地

向学生展示迷思概念的非科学性,对学生形成视觉

上的冲击,特别是演示结果与学生预测的不一样时,

对学生的认知冲突会非常强烈,促使学生主动积极

地去改变迷思概念,对实验现象和结果重新思考和

分析,从而得出新的科学概念.例如在摩擦力教学

中,通过实验演示来证实改变接触面积不影响滑动

摩擦力的大小.
(2)类比理解易产生迷思的概念

类比思维是指教学中根据两个具有相同或相似

特征的事物间的类比认识,利用学生已建构的事物去

类比抽象的或者现阶段知识无法解释的新概念.例
如,学生在学习电流时,误认为电子定向移动的速度

就是电流的传导速率,当得知电子的定向移动速率很

小后,更是困惑电流传导速率接近光速,此时教师可

以通过类比来让学生理解:把导线看作自来水管,如
果从水管一头压入1L水,那么另一头立刻挤出1L
水,这就相当于电流传导速度,但是刚刚进入的“那1
L水”,什么时候能够一步步被挤到管子的末端,速度

就很慢了,这就相当于自由电子移动速度.用具体的

水管中水的流动来类比抽象的电子定向移动速率与

电流传导速度的区别,理解二者不是同一概念.
(3)比较理解易混淆的概念

比较法是物理教学中常用的方法,有比较才有

鉴别,通过比较,辨析概念,明确概念,对那些容易迷

思且内容相反或者相近的概念,通常采用比较法予

以区别.例如,通过列表比较认识“一对作用力和反

作用力”与“一对平衡力”的区别.
(4)建立迷思的反例或者科学概念的正例

利用生活中的事实或者高度简化的物理模型作

为正反例的素材,并以这些正反例建立最基本的推

理过程.例如,从迷思概念的反例出发,进行推理,得
出与定义、已有定理或已知条件明显矛盾的结果,从
而反证出迷思概念的非科学性.例如对高一学生来

说,易误认为摩擦力一定阻碍物体运动,列出一个显

著的模型:物块随斜传送带一起向上运动,这副图景

学生能简画出,也能想象到,“物块因受静摩擦力上

升这个做正功的结果”,等到后面学习牛顿第二定律

后,更能深刻认识该例中摩擦力做正功的原因.
(5)鼓励学生同伴互助学习

通常情况下,不管师生之间关系如何融洽,学生

也总是免不了对教师的敬畏之心,所以他们的很多

真实想法并不全向教师透露,而学生之间的交流彼

此都能敞开心扉,再者同伴之间在年龄、认知结构等

方面均有相似之处,最有可能处于对方的最近发展

区,能够发现同伴在概念理解中出现的偏差,同时也

能提高自身的探索能力,相互促进对方的成长.

5 结束语

综上,笔者认为学生在物理知识的学习中,出现

迷思概念是必然的过程,教师要积极主动获取学生

已经形成的迷思概念,把迷思概念的转变作为课堂

教学的重点之一,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促进迷思概

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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