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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多关注的是一节课的教学设计和学生的学情分析,往往忽视了在具体教学实践

过程中,教师课堂行为中的板书设计.板书的作用,是能够在学生上完一节课后,通过教师的板书设计,对本节课学

习的内容、涉及的科学思维等,有一个引领、小结、概括的作用.因此,关注板书设计,有助于提升学生物理学科的核

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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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书对于物理教师的课堂教学有着重要的作

用,它是师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进行互动和交流的

重要手段.所以对板书设计进行深入的研究,对物理

课堂教学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1].
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特别注意板书

设计对教学效果所起的作用.下面以“探究静摩擦力

的特点”教学设计为例进行说明.

1 问题的提出

1.1 板书的作用

在以学生为主体的新课程理念下,落实物理学

科的核心素养,首先需要教师的教学行为发生变化.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呈现给学生的板书,对学生提升

和落实物理学科的核心素养至关重要.一节课下来,

学生不只是参与了学习的过程,而最终能够留在学

生大脑中的知识、方法同样重要.
1.2 传统板书的设计

(1)按照知识框架呈现

大多数板书都主要呈现知识.比如静摩擦力的

教学设计,首先从现象入手,通过实验探究,进一步

认识摩擦力.然后根据对不同现象的分析,得到摩擦

力的分类:静摩擦力、滑动摩擦力和滚动摩擦力,如
图1所示.最后明确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并进一步通

过实验,了解静摩擦力产生的条件、方向和大小,如
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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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摩擦力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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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静摩擦力产生的条件、方向和大小

(2)按照知识内容呈现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教师更注重结果,更关注对

知识的传授,因此在板书中,总是将知识内容加以罗

列,如图3所示,最终呈现给学生的依然是一节课学

习的重点知识.
一、摩擦力概念

相互接触挤压的物体之间有相对运动或相对运动趋势

时,在它们的接触面上产生滑动摩擦力或静摩擦力.
二、静摩擦力

1.产生条件:两物体相互接触且接触面粗糙

接触面有弹力

有相对运动趋势

2.方向:与受力物体相对运动趋势方向相反

3.大小:根据力的平衡关系分析

图3 教师板书罗列的知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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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传统板书设计的不足

传统板书设计,主要是呈现教学内容,也就是知

识本身.而很少、甚至没有关注通过板书设计体现知

识形成的过程.尤其是在概念规律教学中,有关探究

实验的设计.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出现课

下遗忘,或是由于对概念、规律本身的理解和认识不

清楚,无法具体应用.

2 基于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板书设计

2.1 重视概念形成的过程

  通过表格的形式,突破摩擦力概念的进阶难

点.教学中,使用了如图4所示的实验探究简化图.
并对实验探究过程通过表1呈现.

图4 实验探究简化图

表1 实验探究的过程

实验

条件

木块

状态

木块相对木板的

运动(接触面粗糙)

木块相对木板的

运动(接触面光滑)

木块所受摩擦

力的施力物体

静摩擦力

的方向

实验1:将小木块向左拉开一段距

离,使木块和木板均静止
静止

相对木板

静止

相对木板

向右运动
木板

 与相对运动趋势

方向相反,向左

实验2:拉动木板,研究木块与木

板相对静止的过程

向右

运动

相对

木板静止

相对木板

向右运动
木板

 与相对运动趋势

方向相反,向左

实验3:保持木块和木

板相对静止,分别改变

木块的质 量 和 增 大 弹

簧测力计的示数

增加木

块质量m
静止

相对木板

静止

相对木板

向右运动
木板

 与相对运动趋势

方向相反,向左

增大弹簧

测力计F
静止

相对木板

静止

相对木板

向右运动
木板

 与相对运动趋势

方向相反,向左

  通过对比,学生能够发现摩擦力是否存在,与
物体运动状态无关,而是与相对运动有关,从而加深

对相对运动的理解.同时对比接触面光滑,帮助学生

理解静摩擦力产生条件中的相对运动趋势,以及如

何判断物体间的相对运动趋势.
2.2 关注实验探究过程的呈现

学生根据初中所学的摩擦力知识,容易形成错

误的前概念,即摩擦力阻碍物体的运动.形成错误前

概念的主要原因在于对“阻碍”的理解.广大教师针

对这一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首先是通过教学设计进

行突破,除了让学生通过参与实验体验探究的过程

之外,还应能够用最直观、简洁的方式呈现实验探究

的过程和结论,以便学生后续巩固学习之用.
在实验探究过程中,通过板书设计呈现探究的

过程和结论.
实验一:木块和木板均静止,受力分析如图5所示.

图5 木块和木板均静止

通过上述实验分析,让学生讨论得出静摩擦力

的概念.
实验二:木块和木板一起运动,而木块相对木板

静止,受力分析如图6所示.

图6 木块和木板一起运动,木块相对木板静止

通过实验分析出静摩擦力的方向:与物体相对

运动趋势的方向相反(相对于提供摩擦力的物体).
实验三:木块和木板相对静止

受力分析如图7所示.

图7 木块和木板相对静止

(1)增大弹簧测力计的示数F
F 增加,f增大,f=F 二力平衡.
当F 增大到某一值时,二者相对滑动.
(2)增加木块质量m
F 不变,f不变,f=F 二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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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教 学 评一体化”课堂教学探索
——— 以“示波器的原理 ——— 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偏转”为例

付鹂娟
(北京市第一0一中学  北京  100091)

(收稿日期:2019 08 12)

摘 要:“教 学 评一体化”的课堂是指围绕教学目标,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以及教师对学生的评价组成一

个有机的、整体的有效课堂.教学“有效”的唯一证据在于目标的达成,在于学生学习结果的质量,在于何以证明学

生学会了什么.因此,教学中要关注对学生的评价.本文以“示波器的原理 ——— 带电粒子在电场中的偏转”为例,论

述在“教 学 评一体化”的课堂中如何用评价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关键词:物理  课堂教学  教 学 评一体化  学习评价

1 问题的提出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颁布以

来,很多一线教师都在积极探索把核心素养的培养

落实到课堂上的有效策略.在中国知网上,用“物理”

并含“核心素养”作为主题词,搜索2017年至2019
年期间发表的文章,共有1557篇,其中涉及课堂教

学的,多是基于学生核心素养提升的教学案例,这些

案例关注的几乎都是教师的“教”,而这些关于教的

论述无法回答学生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了什么,改
变了什么.

因此,教师不仅要实现从“关注教师的教”到

“关注学生的学”的转变,而且要深度思考,如何通

过合理的评价方式让学生及时地知道自己学的怎么

样等“对学生的评”的问题,这就需要在课堂教学中

实现“教 学 评一体化”.
“教 学 评一体化”的课堂具有什么特征? 如

何设计? 如何用评价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本文旨在通过具体的教学案例,回答对上述问

题的初步思考.

2 “教-学-评一体化”的内涵及课堂设计路径

“教 学 评一体化”是指围绕教学目标,教师

的教学、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学生的学习以及教师对学生的评价组成一

  通过实验三,使学生认识到静摩擦力是随着外

力变化而变化的,当外力增大到某一值时,二者相对

运动,就不是静摩擦力了,从而认识到静摩擦力只在

零和最大静摩擦力之间的范围内变化.

3 对板书设计的思考

(1)本节课的板书设计,主要基于物理学科的

核心素养,力争帮助学生形成对概念、规律的认识.
在教学中所进行的两点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
对于概念、规律课教学普遍适用的板书设计,仍需在

实践中不断深入研究.
(2)关于如何通过板书呈现实验探究的过程,

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科学思维,有效地开展实验探

究过程,以及帮助学生分析实验现象、作出论证.这

里只是抛砖引玉,仍需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优化

设计.
总之,所有的教学设计,都将以板书设计的形式

呈现出来.可以说板书设计是教学设计的精华.关注

板书设计对教师而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学生发

展而言,更是提升和落实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

途径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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