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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时备课如果忽视了对单元整体分析和设计,就会使得教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单元备课则从单元

的高度对课时教学进行整体规划,结合学生认知和教材内容、课时等对课程进行整合,促进学生学科素养的持续性

培养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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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背景

受传统理念和习惯影响,教师备课多以课时为

单位,这样的教学缺乏对单元整体分析和设计,具有

很大局限性.单元备课则从单元高度对课时教学进

行整体规划,不仅关注每节课的内容设计,还兼顾整

个单元各内容间的联系和对学生能力要求的阶梯性

目标.这种新型的教学观顺应了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中关于发展学生科学素养的连贯性和持续性要求.
有助于整体设计和培养学生思维品质,逐步提高其

科学探究能力.

2 光学单元备课设计

光学单元案例选取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四、五

两章的内容.进行单元教学设计时,重点是在知识体

系的建构过程中着眼于知识间的联系,同时兼顾学

生的认知特点和能力的动态发展,寻找教材知识逻

辑和学生认知特点的结合点.
(1)基于学情、课标和教材,制定学习目标(兼

顾知识和能力)

1)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光的反射定律、光的

折射现象及特点,具有初步的模型建构思想.

2)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平面镜成像特点及

应用,提升相应的科学探究能力.

3)通过实验,了解白光的组成和色光的混合.

4)认识凸透镜的会聚作用,探究并知道凸透

镜的成像规律及应用,形成一定的收集证据和分析

论证能力.
(2)光学单元框架

本单元围绕光现象的知识与规律都属了解层

次.关于光现象应该给学生呈现并研究哪些问题

呢? 根据学生已有生活经验和刚学声现象的知识体

系应该能想到:声现象中,声源产生声音,声音具有

速度并能在不同介质中传播.与之相似,光现象中,

光源产生光,光有速度且能在不同介质内传播.但光

根据传播介质的不同,传播方式有3类,此时就要关

注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创设情境帮助学生探究得

到不同介质中光的传播规律.进而通过对成像特点

的研究让学生认识到这3种传播现象及规律在日常

生活中都有应用和实际价值.单元知识框架如图1
所示.平面镜和凸透镜成像两课的内容、难点较多,

设计2课时,其他各节1课时,单元课时: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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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光学单元知识框架

  (3)科学探究素养的单元备课

科学探究是基于观察和实验提出物理问题、形
成猜想和假设、设计实验与制定方案、获取和处理信

息、基于证据得出结论并作出解释.
光的不同传播规律的得出离不开科学探究,本

单元要培养学生的哪些科学探究要素呢? 首先,评
估应弱化.八年级上册的不同单元对于学生科学探

究能力的培养是有阶段性的,在光学单元训练、培养

学生的评估能力有点早.
科学探究的重点放在提出问题、收集证据和分

析论证上.那么实验中怎样体现? 而且这几个探究

实验都能提出问题,那么它们之间又有没有什么深

度或是广度的关系? 本单元的主要科学探究要素如

图2所示.
提出问题,科学探究源于问题.在直线传播中,

学生在引导下去思考光是如何传播的,仅朦胧地有

点问题意识.在反射中,教材从介绍能看到不发光的

物体是因为经物体反射的光进入人眼,自然引出探

究问题,“光反射时遵循怎样的规律? ”紧接着进一

步明确:“反射光线沿什么方向射出? ”这样把一个

日常现象转化为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完成物理建

模,明确要探究入射光线和反射光线的方向(即角

度)的关系.同样在探究平面镜成像时把原始问题

“平面镜成像的特点”转化为“平面镜成像时,像的

位置、大小跟物的位置、大小有什么关系? ”为接下

来探究凸透镜成像特点做了示范.
收集证据是科学探究要素之一.直线传播中的

探究活动主要以定性观察为主,光的反射中有了定

量测量和收集数据活动,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中,学
生进一步有意识地及时在表格中收集记录实验数

据.这些都为完成下一章中要求较高的“探究凸透镜

成像特点”打下基础.同时后续的探究是对学生提

出问题和收集证据(用表格记录数据)能力的进一

步巩固.

图2 光学单元的主要科学探究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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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ensitivityCharacteristicsofAC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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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sensitivity ofseriescapacitor AC Bridgeisstudied by controlvariable method.The

experimentalresultsshowthatthesensitivityofACBridgecanbeimprovedbychangingtheimpedanceofbridge

arm.Thismethodhasclearphysicalsignificance,simpleandfeasibleoperation,andprovidesareferenceroutefor

thesensitivityexperimentofAC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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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学思维素养的单元备课

科学思维是从物理学视角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

性、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的认识方式;是基于经验事

实构建物理模型的抽象概括过程.

本单元的科学探究得到了光的3种传播规律,

而3种传播规律在各种应用中都能成像.所以,对各

种像的分析就很有价值.

如果学生能区分生活中的各种像的种类并能解

释清楚,这就说明学生具备了物理观念,对于生活中

的现象在头脑中完成物理建模,将现象转化为物理

模型,进而用所学的知识去分析成因,科学思维能力

就得到了训练和提升,完成过程与方法目标.

(5)评价反馈(形式多样)

1)常规:课堂反馈,课后作业.

2)自制学具:针孔相机、潜望镜、万花筒等.

3)研究性学习:镜子发展史、望远镜史.

3 反思和感悟

学生能力具有内隐性和渐进性,教师在课时教

学中不易察觉学生能力的变化.而单元教学具有一

定的时间跨度,可整体架构学生能力培养体系,从而

在科学内容的学习和科学探究的组织中体现其能力

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轨迹.即

核心素养 — 课程标准 — 单元设计 — 学习评价

在此基本链环中,单元设计发挥着让课标要求和学

科核心素养“落地”的关键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宋 晓 萌.单 元 学 习 设 计 的 实 践 反 思.江 苏 教 育,

2019(30):20~22

2 付荣兴.第三章“透镜及其应用”教材介绍.中学物理教

学参考,2003,32(6):34~36

—48—

2020年第11期               物理通报               物理实验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