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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问题是促进学生认知的动力,但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并不应该把“问题”强硬地附加给学生,而是通过

问题情境的创设来激起学生的兴趣,还要兼顾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分层启发引导使他们学会主动提问并积极地解

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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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在新课程实

施上提出:“注重自主学习,提倡教学方式多样化”,

在教科书编写上提出:“科学始于观察,思维源于问

题,教科书在讲解物理概念、原理和规律时,应从观

察和问题出发,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提出各种

可供检验的猜想和假说,再经过分析和验证,直到解

决问题”[1].这就要求课堂必须从以讲授为中心转变

为以学习为中心,所有的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主线去

设计,必须让学生真实的学习过程能够发生并且展

开.在这种课堂中,问题应该是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

主线,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围绕问题进行活动,学
生通过问题学习,教师通过问题组织教学,问题是引

导课堂教学有序展开的一条主线[2].所以,要获得高

效的物理课堂,有效的问题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这
些年来,笔者在物理教学中对问题的创设进行了有

意识的研究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从而打造

高效课堂.

2 案例

2.1 问题的设计必须以创设情境为基础 能够激起

学生的兴趣和探究欲望

例如电势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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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创设不同试探电荷在匀强

析过程可知,灯L3 变亮,灯L2 变暗,灯L1 变亮.

4 结束语

“比例法”处理高中电路动态分析时,关键在于

找准电阻占比η的变化,从而在等效串联电路中得

到分压比例的变化,在电路并联部分得到分流比例

的变化.电压和电流的分析相对独立,适用范围广,
逻辑严密.尤其在分析变值电阻自身的电压、电流变

化时,体现出明显的优势.对 Ⅰ.② 电路的分析中,
有效解决了多阻值变化的动态分析问题,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串反并同”法的不足.在实际教学中,建
议教师选择适当的方法引导学生处理高中电路动态

分析.各方法间,程序法逻辑最为严密,但过程复杂;
“串反并同”法效果可观,但缺乏理论支撑且有一定

的适用范围;本文介绍的“比例法”难度适中,有效

结合了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适用面比较广.教师亦

可选择教授两种或多种方法,让学生依据题意自由

选择,以期多种方法灵活应用,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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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中从不同的位置移动到电势能为零的位置的情

境,让学生研究试探电荷所受静电力做功与电荷量

的关系.通过已有知识:试探电荷在某位置的电势能

与将试探电荷从该位置移到电势能为零的位置静电

力做的功相等,概括出试探电荷的电势能与试探电

荷的电荷量成正比的特点,抽象出该试探电荷的电

势能与其电荷量的比值与试探电荷无关的特征,明

确这种特征可用来描述电场的能的属性,类比电场

强度的教学,由此加强学生对电势概念的理解.学生

在处理以上信息的过程中,经历了“比较 — 概括 — 抽

象”的过程,发展了学生的科学思维.在该例中,可

以设计电场强度大小为1000V/m,方向水平向右

的匀强电场,假设电荷在某点O 的电势能为零,4个

试探电荷分别为1×10-9C,2×10-9C,3×10-9C,

-4×10-9C,让学生计算出这4个电荷分别在与O
点左右两侧且在同一条电场线距离O 点1m处的

A,B 两点的电势能,学生自己主动计算、探究、推

理、概括、抽象,直到明确电势的概念.

2.2 问题的设计必须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 能促使

学生运用已有知识主动构建新知识

例如力学实验:“探究加速度与物体质量、合外

力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第一个问题是本实验的研究

对象是哪个物体;第二个问题是小车的加速度怎么

测量;第三个问题是小车的质量怎么测量;第四个问

题是小车的合外力怎么测量.所有思维层次的学生

在回答前3个问题时不会有问题,但是在回答第四

个问题时思维层次低的同学可能会遇到问题,这时

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顾及层次高的,为了每个学生

都能得到素养的提升,必须考虑那些学生的认知水

平.所以,在第四个问题基础上必须再分成多个小问

题,如受力情况,摩擦力能测吗? 拉力能测吗? 等

等.学生通过推理、质疑、探究、小组讨论等方法最终

会得到在平衡掉小车受到木板的摩擦力后,绳子的

拉力就相当于小车的合力,而且可以得出很多测量

拉力的方法:安装拉力传感器,借助弹簧测力计,或

者用钩码的重力近似等于拉力.最终选择教材所利

用的钩码的重力近似等于绳子的拉力这个方法,那

第五个问题顺其自然的出现:在什么条件下重力才

近似等于拉力呢? 然后再根据学生的认识水平创设

出小物块用绳子跨过定滑轮拉动大物块的情境,学

生利用所学知识推理、探究最后得到小物块的质量

远远小于大物块的质量这个条件.以上是在师生互

动、小组讨论中进行的,有教师的启发,学生的质疑、

探究、推理的过程,有模型建构、科学推理、实验探究

等科学思维的培养;每个问题都是学生在思考、质

疑、推理后自主获得答案,这样就激起了学生的兴趣

和求知欲.

2.3 问题的设计必须基于不同学生的分层 成为学

生主动参与的推手

由于学生之间能力的差异和知识水平的基础不

同,在同一类问题的设计上要依据不同学生的知识

水平和能力差异.这样在课堂上才能兼顾班内所有

的学生,既能让思维层次高的学生吃得饱,又能让思

维层次低的学生够得着,也可以让所有的学生都能

主动地参与,促进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图1 例1题图

【例1】如图1所示,小球从

高处下落到竖直放置的轻弹簧

上,从接触弹簧开始到将弹簧压

缩至最短的过程中可以提出很

多问题,这种理想化的物理模型

可以通过生活中的实例,如蹦极

和蹦床等体育活动抽象出来.问
题可以分层如下:

(1)在此过程中,小球的速度如何变化?

(2)在此过程中,小球的加速度怎么变化?

(3)在此过程中,满足什么条件小球动能最

大? 最大的位置在何处?

(4)在此过程中,假如小球下落的最大高度为

h,小球质量为m,则弹簧的弹性势能最大为多少?

(5)在此过程中,小球的重力势能和弹簧弹性

势能之和怎么变化?

(6)在此过程中,小球在最低点的加速度方向沿

什么方向? 加速度大小与重力加速度的大小关系?

这些问题的提问没有先后顺序,但提问的对象

必须研究,不同的问题针对不同思维层次的学生,使

每类学生在此题中都能获得知识和能力的提升.前

3问针对思维层次较低的学生,该类学生在回答这

些问题时,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需要教师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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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互动),其他同学帮助(生生互动),在教师和同

学的共同帮助下,这些学生通过质疑,推理,能够自

行解决.如果思维层次较低的学生在师生互动和生

生互动中获得启发,并能回答下面的问题,就会收到

意想不到的结果;如果不能回答,就需要思维层次较

高的学生大显身手了,允许这类学生犯一些错误,更

希望他们更好地展示一下自己,这类学生总会获得

掌声雷动的效果.

2.4 问题的设计必须具有引导启发的作用 成为点

燃学生思维的火种

课堂教学是学生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和核心素

养的主阵地,是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潜移默化,循序

渐进地促进学生的能力和核心素养进步的过程.通

过一些综合性试题的分析和解决可以更直接地培养

学生的这些能力,点燃学生的思维火花.

图2 例2题图

【例2】(2017年高考天津理

综卷第10题)如图2所示,物块

A和B通过一根轻质不可伸长的

细绳连接,跨放在质量不计的光

滑定滑轮两侧,质量分别为mA=
2kg,mB=1kg.初始时A静止于

水平地面上,B悬于空中.先将B
竖直向上再举高h=1.8m(未触

及滑轮)然后由静止释放,一段

时间后细绳绷直,A,B以大小相等的速度一起运

动,之后B恰好可以和地面接触.取g=10m/s2.
(1)B从释放到细绳绷直时的运动时间t;

(2)A的最大速度v的大小;
(3)初始时B离地面的高度 H.
这是一道综合性高考试题,第一问的难度系数

为0.89,第二问的难度系数为0.53,第三问的难度

系数为0.20.这个分析的过程要求一定的分析能

力,需要在平时的综合试题中培养,所以在平时的课

堂教学中要通过问题引导的教学模式刻意地去培养

这些能力,问题的设计如下.
问题1:纵观全局,这个题的物理情境分几个过程?

答:3个过程.B物体单独自由下落的过程,B物

体带动A物体绷紧绳子的过程,B,A一起沿绳减速

的过程.
问题2:每个分过程的研究对象是哪个物体或

系统?

答:第一个过程的研究对象是B物体;第二个过

程的研究对象是B和A组成的系统;第三个过程的

研究对象是B和A组成的整体.
问题3:每个过程中所满足的规律或所用的方

法? 学生通过受力分析和运动学分析得出满足的规

律或所用的方法.
答:第一个过程可以利用自由落体的规律或机

械能守恒定律解决.第二过程时间极短,B,A组成

的系统内力很大,重力可以忽略,B,A组成的系统

动量守恒,可以利用动量守恒的规律解决.在自然坐

标系中,以物体运动方向为正方向,列动量守恒方

程.第三个过程对B,A系统,在此过程,机械能守

恒.对系统列机械能守恒方程即可.通过这样分析,

学生学会了分析、综合、整体、隔离等思维方法,培养

了科学推理、科学探究等能力,养成了纵观全局分析

问题的习惯,掌握和熟悉力学综合题按事态发展的

先后顺序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

3 结论

心理学研究表明,问题意识是推动人的思维发

展,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强大动力.以问题为

导向的课堂教学必须做好问题设计,有效的问题设

计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

与到学习中去,促进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有利于使

学生以探索知识的心态投入到学习中去,培养学生

独立学习的能力和积极探索的精神;有利于因材施

教,增加学生参与的广度和学生认识知识的深度,让

各种思维层次的学生得到不同程度的思维提升,既

能让思维层次低的同学获得自信,又能让思维层次

高的学生始终保持学习物理的热情.
总之,我们做好问题设计,让问题设计成为学生

主动参与的推手,成为激起学生的兴趣和探究欲望

的催化剂,成为点燃学生思维的火种,才能步步引导

学生深入思考,打造高效课堂,取得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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