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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物理教学中的问题以及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构建意义,提出了物理教学应该回归原始物理

问题,从课堂设计和课外活动两个方面举例说明如何在教学中落实原始物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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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应该回归原点,回归生活.物理教学应该

回归原始物理问题.物理核心素养的构建与培养,不

仅仅是学生的,也应该包括教师的.都应该遵从人的

认知规律,培养良好的科学思维习惯.不仅仅要让学

生坐着学,还应该站着学,走着学.从原生态开始,从

生活问题出发,让学生能够从最原始的表征、现象中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或者从既有结论、新

知识、新器材反过来推演使用说明,体验科学历程,

最终形成正确的科学思维、科学态度与责任等物理

核心素养,实现学生会学习、会实践,教师专业得到

成长的教育目标.

1 物理教学的困惑

当今社会,是一个科学知识高速发展的信息社

会.知识的更新速度、新知识的出现速度都非常快.

知识就是生产力,知识就是力量,比任何时代都表现

得更为精准、猛烈.智能化趋势带来的新技术,纷纷

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学生的生活.科学知识的普

及,比任何时候都迫切.未来已来,对于学生的教育,

已经不能简单地以培养未来的接班人作为目标了.

尤其是初中物理,几乎就是科学的代名词.因为,中

学所有学科中,物理学科是离现实世界最近的学科.

1.1 教材的困惑

尽管教育部已经多次推动教材改革,各地使用

的物理教材,也都被老师们习惯称为“新教材”.可

是,这样的教材,真的“新”吗? 能够与时代接轨

吗? 甚至可以反问,这样的教材,能够培养出合格的

新时代的接班人吗? 教材上的知识“够学生用吗? ”

教材中出现的很多实例、器材,都已经被更新换代、

甚至淘汰了.因此,教师在使用现行教材时,需要及

时充实补充一些微素材,拓展学生的认知空间,拓展

他们的见识面,形成适合自己教育教学的教本教材.

1.2 学生的困惑

调研中也发现,不少学生对学习现行的各类学

科知识,也有很大的困惑.“无用论”有抬头的趋势.

已经有不少学生,对“物理知识是现代科学的基础”

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物理学只是学校教育中不得不

学习的一门古老学科.生活中的科学技术、智能电器

的使用,自己也能摸索学习.不少学生的手机操作水

平、电脑使用的水平,不比老师的水平差.知识是不

需要死记硬背的,智能手机就能够查到.很多学生认

为,现在学校教育,要提高动手能力、应用能力.

1.3 教师的困惑

教师的教学,不仅仅存在高原现象.在经济建设

—15—

2020年第3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作者简介:陈康(1966  ),男,中教高级,主要从事中学物理教学研究.



为中心、全民教育的新时代下,区域教育基本均衡的

形势下,教师施教的班级教育已经变成最不均衡,每

个层次的学生几乎都存在.如何因材施教,如何实施

“零起点教学”,对于这个浮躁的社会来说,给教师的

压力是非常大的,是挑战,也是机遇.

2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构建意义

现代生活,对于一个没有科学素养的人来说,几

乎是寸步难行.现阶段出现的新知识,仅仅靠课本、

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有限教育,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

2.1 学生的培养目标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材、科学知识固

然是教学的载体,而教育留给学生的,恰恰是全部知

识遗忘之后,所剩下的 ——— 核心素养 ——— 综合能

力,主要表现在学习能力和行动能力.教育应该回归

原点,回归生活.物理教学更应该回归原始物理问

题.不仅仅要让学生坐着学,还应该站着学,走着学.

尽可能克服当前全盘坐着学的弊端.从原生态开始,

从生活问题出发,让学生能够从最原始的表征、现象

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或者从既有结论、

新知识、新器材反过来推演使用说明,体验科学历

程,最终形成正确的科学思维、科学态度与责任等物

理核心素养.

2.2 教师的专业发展

核心素养的提升,还应该包括教师的专业发展

与提升.不少教师,依然是以大学期间学习的教育教

学方法,加上第一年工作时,师傅指导的方法,一直

教了下去.看起来也有了很多年的工作经验.其实,

其工作方法,几乎仅仅只是这一年的工作经验.教

师,尤其是物理教师,更要与时俱进,与学生共同成

长.即使不论那种用“过去的教材,当下的理念,培养

未来的接班人”3种不在同一步调上的教育方法,会

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自己这样年复一年的重复、拷

贝,也会让自己迷失的.教师也要不忘初心,从模仿,

到借鉴;从跟着感觉走,到如痴如醉;从知识教育,到

能力教育;从教书匠,到教育家;探索出属于自己的、

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教学方法,让教师也“越老越香”.

教师专业发展,应该来自内心,不是为了“评

比”“评选”而“发展”,那不是教育的事业本真.专业

发展在心理感觉上的表现是,从教育的熟悉,到教育

的自信,到教育的自豪;在行为能力上的表现是,从

教学,到教育,到思维诊断;在文案留存上的表现是,

从备课笔记,到详案课件,到自编教材;在知识呈现

上是,从书本知识,到充实当今知识,到全科渗透,到

未来已来的引领 ……

3 基于原始物理问题的实践设计

物理知识点比较多,几乎每节课都在20个知识

点以上,所有知识点,强行灌输,是很难实现能力、素

养的提升的.因此,面对所有的新知识点,应该尽可

能回归认知的起点,返回原始物理问题,也才能兼顾

那些确实需要零起点学习的学生.

3.1 课堂设计中的原始物理问题

以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为例.如果直接给

出惯性、惯性定律,会给学生以突兀的感觉,是“空降

部队”,是冒出来的新知识.若是从物理原始问题着

手,从历史进程一一演绎科学家是如何探究、修正、

完善运动和力的关系的,从古代的感知科学,到现在

的实验科学,就很容易让学生形成正确的科学思维,

培养正确的探究方法,形成良好的科学素养.

在西方的科学认知历程中,运动和力的关系,是

从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通过观察法,观察到“有力

作用,物体才运动”,得出“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

因”这样的结论.这一结论,一直“统治”了2000多

年.直到西方的实验型学者(此后称为科学家)意大

利的伽利略,通过斜面实验,小球从斜面上滚下来,

是不需要力来维持的.不仅仅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

“结论”,而且,进一步推理,如果水平面越光滑,物体

将永远向前运动下去.但是,伽利略仅仅对亚里士多

德的结论进行否定(尽管如此,这在那个时代,也是

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运动与

力的理论.从观察感知型科学,到实验探究型科学,

是科学研究的最大突破.因为,实验型科学最大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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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可复制性.

法国科学家笛卡尔在重复伽利略的斜面实验过

程中,意外发现了小铁球发生了微弱的偏转,经过多

次寻找分析,发现这仅仅是因为遗落在实验台上的

磁铁引起的.磁铁是能够吸引铁物质的.不放弃的笛

卡尔也很了不起,没有淡化这个简单的“常识”,他发

现伽利略的实验结论不够完整,需要补充,应该加上

“直到有力的作用,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

就这样,运动与力的关系,从“力是维持物体运

动的原因”修正为“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

因”.笛卡尔也没有继续深入思考.

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是英国科学家牛顿.“维持物

体的运动”“物体的运动状态”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呢? 经过大量的思考、实践,牛顿建立起完整的运动

和力的理论,建立起“自然界的一切物体,都具有保

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者静止状态的性质”,并命名

为惯性,得出“一切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时,总保持

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者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

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的惯性定律.

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我国动车时速已突破300

km.而车站的站台又稍微高一些,不仅仅可以储藏

能量,还是改变运动状态(进站,上坡,减速;出站,下

坡,加速)的巧妙应用.当然,天宫系列、嫦娥系列飞

行器的发射、变轨、降落、返回更是巧妙利用运动和

力的前沿科学.

3.2 课外活动中的原始物理问题

当下学生的课外生活,在家长的“鼓励”下,基

本上还是书本知识的学习,还是“座位”上的“智力

活动”.不仅仅是家长不重视学生的生活技能教育引

导,当下的学校教育,也基本上是不敢带领学生走出

学校去施教,也变成了座位上的教育,还落下了“肥

胖”“近视”等后遗症.相比较而言,德国的教育,尤

其是幼儿教育就很有特点.幼儿园多开在树林里.甚

至有戏言,在德国,只要找片小树林,挖两个沙坑,就

可以办一所幼儿园了.孩子们在树林里,探索,玩耍,

爬树,玩泥巴,接触的都是最原始的、最自然的生活.

城市学校,树林比较少,但是各大企业的新产品体验

活动区、社区的活动体验场馆,消防局、警察局、气象

局、地震局、博物馆等场所的生活体验场所,都是对

学生免费开放,并有专业人士、义工提供服务,保证

了学校课外教育的需要.

物理学科的课外活动设计,就应该巧妙地将学

生活动起来,“站起来”“走出去”回归自然,回归各

类企业,回归原始物理问题,不再“纸上谈兵”.

4 原始物理问题实践的启示

原始物理问题教学案的设计,让学生明白了,抽

象的物理知识不再是高大上的天外来客,有其产生

的前因后果.不仅仅是物理概念好理解了,易掌握

了.实验器材也不再是专有器材.生活中可替代的器

材,似乎唾手可得.巩固、验证性实验的设计也就水

到渠成,多了起来.从原始物理问题着手,从生活中

得出实验结论的实验器材,到专业的专用器材,让学

生学会了严谨、认真、执着、细心.从生活中来的物理

知识,让学生学会了观察,学会了思考,勇于发现,勇

于走进自然,课外实践活动明显地丰富起来了.从家

长帮助学生拍摄的课外拓展实验的微视频来看,学

生的生活圈子,已经扩大到了社区、乡村,甚至不少

家庭有了简易的学生实验室.如此,初中物理,作为

应用物理的初衷得到彰显,学生的科学素养的培养

得到巩固、提升,学生会学习、会实践的教育目标得

到实现,教师的专业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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