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素养”引领下的“生活素养”提升
——— 生活化物理课堂教学实践

袁 园
(嵊州市马寅初中学  浙江 绍兴  312400)

杨银海
(浙江省春晖中学  浙江 绍兴  312300)

(收稿日期:2018 06 15)

摘 要:物理课堂教学的设计与实践,以学生为本位的学情分析,从学生的生活中来,通过层层剥茧,条条抽丝,

展现其内在的物理含义,最后回归到学生的生活中去,让生活经历和体验贯穿物理课堂,使实验设计和探究成为教

学主线,基于物理“核心素养”,提升学生“生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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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高中,学生的物理知识学习,更多的是对

生活现象的一种物理建模,由于缺乏生活的感知,好
多学生学习物理存在很多的困难,包括分析思维困

惑(研究对象的确定,运动过程的分析等)和转化思

维困惑(物理模型的建立,技能方法的运用,对应公

式的列解等).在解决物理问题时,不知其“然”和

“所以然”,严重影响了物理知识框架的建立、物理解

题思维的形成及自身物理核心素养的提升.
“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是高中

物理课程的基本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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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上,教师利用事先制定的教学方案,选择恰当

时机,打开视频组织学生在课堂观看.课堂上的微课

是教师教学方式的优化和教学策略的补充,有利于

启发学生物理思维,建立形象思维模式和正确的物

理认知结构;在课后学习与复习过程中,教师推荐学

生观看相应的教学视频,学生利用移动终端设备随

时随地可以进行学习、复习,锻炼学生的学习安排能

力和总结归纳能力;网络探讨,随着微信、QQ等网

络通讯软件的开发和普及,网络聊天已经深入到教

学领域.利用微课视频,在学生的学习讨论群中可实

现知识的传播与共享,方便学生进行自由讨论,在增

进了班级凝聚力的同时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核心素养下的微课是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方

法,融合了多媒体教学、互联网教学的特点,对比传

统多媒体教学占用时间较长的问题,短小精悍的微

教学视频内容,只需几分钟的时间就将相关的知识

内容集中化展现,为教师对视频内容的讲解和学生

对视频知识的学习和思考留出足够时间,解决了物

理教学学时长,内容多且难度大的问题.在未来的教

学中,教师能否掌握新兴技术、能否灵活掌控新型课

堂、能否实现精准化教学,是对教师职业能力素养的

一项重要考核指标[7],因此,在微课教学中,我们必

须不断总结教学实践与经验,在探索中不断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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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知识与生活、技术、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教学

中要通过各种活动,让物理教学贴近学生生活,联系

社会实际.”[1]

物理课堂的教学应贴近学生生活,与学生的生

活体验相联系,把物理问题与生活情境结合起来,从

生活现象突破,透过表面看本质,使学生形成正确的

物理思维和方法,实现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中融入“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进而能更好地关注和

理解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提高学生的学习力度、理解

深度和生活广度.提高教师“授”的有效性,增强学

生“受”的理解性,是基于学生物理学情的生活教学

实践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1 基于物理观念 重现生活情景 ——— 找感觉 历体

验

  “物理观念”包括物质观念、运动观念、相互作

用观念、能量观念等要素,是物理概念和规律等在头

脑中的提炼和升华.
对物理的感觉,实际是对生活的直觉;对生活的

体验,实际是对物理的感知.生活,始终是物理课堂

的永恒主题.生活是学生最好的“引路人”,在最符合

学生的认知生活实例中,找到与课堂教学内容相“融

合”的情景并使之重现,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觉和

体验隐藏物理知识的生活现象,觉得“真有这么一回

事”.
如“参考系”,笔者进行以下教学.
视频切入:A动车某节车厢里几个人坐着在聊

天.(坐车,联系学生生活实际)

师问:A动车里的这几个人有没有运动? 依据

是什么?

生答:没有,因为A动车没动,他们坐着.
师问:你们怎么知道A动车没动?

学生有点心慌了,面面相觑 ……

视频镜头慢慢地转向车窗处,发现旁边有另一

辆动车B在向左运动.(两车交会,符合生活情景)

学生心里有底了,连忙回答:老师,A车没动,是

静止的.
师微笑:是真的静止吗?

生惘然:“是静止的嘛”“不一定”……

这时,镜头慢慢地转向了路旁的房屋和树木,发

现房屋和树木都在向左运动.
生坚信:房屋不可能动,那肯定是A动车在动.
师问:A动车往哪边运动? 原因?

生答:A动车往右运动,因为房屋向左运动.
师问:为什么刚才我们看到B动车在向左运动

呢?

生答:因为我们把A动车当成了对照的物体来

描述B动车的运动.
师问:B动车有没有可能也是向右运动呢?

生答:有可能,A动车开得比B动车快.
教师肯定并逐一说明刚才学生的各个答案其实

都是正确的,是因为选择了不同的参考物体.使学生

明白,同一物体的运动,参照不同的物体,可以有不

同的描述.体验“运动是绝对,静止是相对”的运动

哲学观.
学生惊奇于物理中的“哲学思想”.

2 基于实验探究 挖掘生活本质 ——— 求感知 重理

性

  “实验探究”主要包括问题、证据、解释、交流等

要素,是基于证据得出结论和解释,并对探究过程和

结果进行交流、评估与反思的能力.
现象是一种表面,本质才是教学所需要的里面,

透过现象看本质,需要“过程与方法”.物理是一门实

验学科,物理概念和规律的正确与否,需有实验的设

计和验证,帮助学生获得物理感知,从而进行理性地

思考:“原来可以这样”.
如“小灯泡(2.5V 0.3A)的电阻”,笔者进行

如下教学.
师说:这个小灯泡的电阻是多少,请同学们算一

下.

生答:R=2.5V0.3A=
25
3 Ω

师说:我们用欧姆表来测一下.
师操作,生观察:1Ω
师问:结果为什么不同?

生陷入沉思.(引起思维的冲突和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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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请大家用伏安法设计一个电路来测量不

同电压下小灯泡的电阻.
图1是学生设计的4种电路图,均可以测量不

同电压下小灯泡的电阻.

(a)

  

(b)

(c)

  

(d)
图1 学生设计的电路图

师问:所需测量数据要多一点,应选哪种?

生结合以前所学,沉思后答:图(c)和图(d),电
压变化范围为0~2.5V.

师再问:伏安法测小灯泡的电阻,电流表内接

好,还是外接好? 理由?

生再沉思,答:小灯泡是一个小电阻,应用外接

法,电压表引起的电流分流小,误差小.
师生最后共同确定“测量不同电压下小灯泡的

电阻”实验电路图为图(d)结构,利用描点法得到小

灯泡的伏安特性曲线为图2,并可得:电压较小时,

图像为直线,即小灯泡电阻不变(电压低,灯丝产生

的热量少,及时散发,使灯丝温度基本不变,电阻率

不变);后随电压的增大,图像向下弯曲,即小灯泡电

阻逐渐增大(电压高,灯丝产生的热量多,来不及散

发,使灯丝温度升高,电阻率变大).

图2 描点法得小灯泡的伏安特性曲线

学生恍然大悟灯丝的“奥秘”.

3 基于科学思维 总结生活共性 ——— 得认知 理本

质

  “科学思维”主要包括模型建构、科学推理、科
学论证、质疑创新等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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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的运动,一定存在某种“共性”.如何从生活

实例出发,通过共性表象,构建模型,科学推理,层层

“剥开”生活的“茧”,探究其内在的理性本质,然后

站在生活的“内心”去理解其“外表形象”.知其然,

更知其所以然.
对于“自由落体运动的研究”教学,笔者带领学

生循着大师伽利略的足迹,体会物理科学思维的核

心思想.
师展示粉笔的自由落体运动.(注:前一节课已

学过“自由落体运动”)

师问:自由落体运动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运动?

生答:初速为零,加速度为g 的匀加速直线运

动.
师问:如何证明是匀加速直线运动?

学生思索,提出了多种方案,用打点计时器和纸

带进行实验证明,或用光电门进行实验,或用频闪照

片进行处理,等等.教师表扬并肯定学生的想法.
师问:大约400年前的科学家伽利略,有这些器

材进行自由落体运动的研究吗?

生答:那是肯定没有的.
师问:那么,伽利略是如何研究自由落体运动的

呢?

生沉思.
师展示小球的自由落体运动和小球的斜面运

动.
师问:这两种运动的速度有什么共性?

生答:速度是均匀增加的.
师问:伽利略是如何知道自由落体运动的速度

是均匀增加的?

生答:老师,课本中说的.
师肯定学生阅读课本的仔细,同时结合学生阅

读,在黑板上展示伽利略的研究过程,如图3所示.
伽利略科学思想方法的核心是把实验和逻辑推

理和谐地结合起来,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人类科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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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发展.

图3 伽利略的研究过程

  学生惊叹于物理学家科学思想的“严谨和巧

妙”.

4 基于科学态度与责任 回归审视生活与物理

——— 提能力 增素养

  “科学态度与责任”主要包括科学本质、科学态

度、科学伦理、STSE等要素,是在认识科学本质,理

解科学内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对科学和技术应有

的正确态度以及责任感.
物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终究还是要回归生

活,服务生活.脱离和忽略生活的课堂是苍白而无力

的,贴近和反映生活的教学是丰满而强劲的.学生在

“受”物理知识的同时,必须要“用”于生活和实际,

提高利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探索自然

界的积极性和兴趣,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质点模型,使学生领悟分析解决问题时,抓住主

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的辩证思想;

牛顿第二定律,说明了事物是由内因和外因共

同决定的因果关系;

万有引力定律,宣告了天上和地上的物体都遵

循着完全相同的科学法则,使学生领悟物体间存在

普遍联系的哲学思想;

能量的耗散,指明了虽然自然界能量守恒,但还

是急切需要节约能源,因为它关乎全人类生存的问

题;

……

注重对学生物理核心素养的渗透,培养其理性

思维,帮助学生对学习生活问题作出科学的判断和

选择.如生活中看到石块和树叶的下落有快慢,是不

是说明了物体的下落规律与物体轻重有关? 又如,

马拉车,车前进,马停下,车停下,是不是说明了物体

运动必须受力的作用? 实际上,生活中很多现象由

于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掩盖了其运动的本质,如

果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则很

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高中物理学习,虽然不常“学以致用”,但可以做

到“学以致思”,以此增强学生的生活认知和社会责

任感.求实的精神,理性的思维,科学的素养,使学生

内化物理素养,从而提升生活素养.

5 教学实践后的思考

“能领略自然界的奇妙与和谐,乐于探索自然界

的奥秘,物理知识应用于生活和生产实践,勇于探

究、解决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物理问题.”[2]

物理是一门实验学科,也是一门生活学科,日常

生活中处处都是物理,物理中处处体现生活.生活,

学习物理的基础;物理,认识生活的方式.把生活资

源融入高中物理课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考虑到

学生已有的生活认知能力,先以感受生活把已有认

知物理化,后以分析原因把形象思维理性化,再以物

理认知把抽象事物模型化,逐步把学生的生活经历

过渡到物理认知层面,以理解物理来认知生活,在引

导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思考生活现象的深

度,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度.
基于物理知识,思考生活原理,回归生活理性,

思索生活自然,实现物理教学的“核心素养”目标,

提升学生的“生活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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