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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论证式教学模式及流程,着力搭建联系物理概念课教学与培养学生科学论证能力之间的“桥梁”,

文章从营造论证氛围、显化论证语言、丰富论证资料、提升论证能力4个维度阐述在物理概念课上进行论证式教学

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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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2017年颁布的《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

准》中,科学论证被列为科学思维的要素之一,科学

研究中包括问题、证据、解释、交流等要素,显然这些

要素也与科学论证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科学论证是

由一人或多人利用事实证据、理论知识以及逻辑推

理,对观点和主张进行支持和证实的实践活动,其中

包含对他人观点的回应和反驳.物理学科其自身的

特点可以为论证式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有研

究显示,仅有10.91% 的教师认为自己在课堂上经

常使用论证式教学.出现这样的现象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教师缺乏论证教学的理论指导和相应的实践

策略,因而导致了教学行为的缺失[1].因此,论证式

教学在物理课堂上的应用具有广阔的探索空间,值
得引起同行的关注.

1 高中物理概念课教学现状

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对于概念教学逐步引起人

们的重视.但也有一些教师不太重视概念课的教学,

认为高中生理解能力强,不需要过多讲解就能理解.
在实际教学中通过大量重复做习题的手段来训练学

生对概念的理解与掌握[2].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

的做法,以题促学加重了学生学业负担,如果学生对

概念理解不到位,做题也是无从下手.而论证式教学

方式注重的是学生科学思维的开发,从概念本质、物
理意义、实际应用等方面进行论证,让学生在论证中

掌握知识.

2 论证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目前国内外应用最广泛的论证模式为图尔敏论

证模式,此模式把论证分为:资料、主张、理由、支持、

限定、反驳6个要素,如图1所示.

图1 物理概念课论证式教学模式

资料是论证由之开始的资料和信息;主张是论

证过程中形成的结论;理由是说明如何由资料得到

主张;支持是用定理、公式等证明所提出的理由;限
定是指在某些条件下主张才能成立;反驳是指主张

不成立的情况.其中资料、主张、理由是论证必不可

少的3个要素,这6个要素在论证过程中呈现得越

详尽,论证最后得出的结论越接近真理.依据图尔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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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模式,构建出适合物理概念课教学的论证模式,

如图1所示.
论证式教学流程首先是由教师创设问题情境,

学生提出初步主张,然后学生根据论证资料提出理

由,教师可对学生的理由提出支持完善论证,鼓励学

生对争议性问题进行反驳,最后得出最终主张,如图

2所示.通常一个物理概念包含:定义、物理意义、符
号、表达式、单位、矢量和标量、状态量和过程量、适
用范围等.并不是所有知识都可以进行论证,教师要

从具有深度性和争议性的知识点中选择可以进行论

证的内容.

图2 物理概念课论证式教学流程

3 论证式教学在概念课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3.1 创设问题情境 营造论证氛围

物理概念大多来源于生活实际,为了方便研究

从而对物理事实进行抽象,所以问题情境的创设就

可以从学生日常比较熟悉的场景中选取.例如在高

中物理必修1加速度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创设“去4S
店买车”的生活情境.在4S店看车的时候,为了对比

各种型号汽车的差异,销售经理通常会介绍汽车的

百公里加速时间.家用车一般是7~10s,豪华车是

5~7s,而跑车可以是3s以内.教师就可以依据此

生活场景创设问题情境,例如“汽车的百公里加速时

间体现的是车辆什么性能? ”“除了比较时间,还能

比较什么? 说说你的理由”“小明说汽车跑得快不快

与速度有关,你同意他的说法吗? ”这种生活化的

问题情境可以调动学生兴趣,促进学生主动思考,也
使原先枯燥抽象的物理概念生动起来,学生更易掌

握概念.
需要注意的是,提出的问题应具有层次性与关

联性,因为学生在论证时需要从资料中提取证据,对
自己的观点阐释理由,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

层层递进的.从学生认知角度来讲,先是理解概念的

定义、公式、单位,再是理解概念的特点、性质、物理

意义,最后是概念的实际应用.所以问题以“问题链”

的形式提出效果会更好,每个问题环环相扣,且每一

环都有论证.学生学习物理概念就像创作一幅画,问
题引导就好比构建这幅画的轮廓,科学论证就好比

是给画填充色彩,不论缺少哪一项这幅画都会成为

“残次品”.
3.2 师生交流互动 显化论证语言

教师在组织学生开展论证之前,首先要在课堂

教学中显化科学论证,即让学生知道科学论证包含

资料、主张、理由、支持、限定、反驳这些基本构成要

素,并且要把这些融入教学语言,向学生展示科学论

证的过程和方法.这样学生才可以通过模仿教师的

示范过程,知道论证的形式、推理的过程以及证据的

使用等,从而发展学生对科学论证的认识,增强学生

进行科学论证的意识[3].概念课的教学通常以教师

讲授为主,教师的话语权远超于学生.然而平等的话

语权是课堂论证的基础,教师掌控话语权更多的课

堂往往很难出现论证.因此,教师在课堂中应放开话

语权,多与学生交流互动,为他们提供话语机会,鼓
励学生发表对物理概念的看法和见解,这样才能促

进课堂论证的产生.由于物理概念的抽象性,学生在

学习的时候会存在一些困难,教师可以运用一些论

证话语引导帮助学生.例如“你的观点是什么? ”“你
能找出哪些证据来证明你的观点? ”“能说说你的理

由吗? ”“你认为这样的观点正确吗? ”“哪些地方你

是不赞同的? ”“这样的结论有什么条件限制吗? ”

问题要让学生辨别出主张、证据、理由、反驳、限定等

论证元素,引导学生梳理他们的思路后再开始论证.
传统 物 理 课 上,教 师 大 多 以 “很 好”“非 常

棒”“对”“不对”这类简单且以结果为导向的话语来

对学生的表现作出评价,评价过后师生的交流互动

也就随之结束,很难产生新的论证.如果教师能够结

合学生的主张、理由及证据等进行细致的评价,那么

可能会激发学生新的观点,有可能展开又一轮的论

证,以论证为导向的话语评价能够加强学生对论证

的重视程度,从而提高论证效果.
3.3 多种方式并行 丰富论证资料

教师在教授学生概念时,第一步往往是引入概

念,然后再让学生建立概念、理解概念、应用概念.以
引入概念为例,引入概念可以通过演示实验、物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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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生活经验、物理故事、推理过程等方式,而这些方

式正好可以作为论证资料的载体,引入概念的过程

其实也是开展论证的过程.例如引入“惯性”概念教

学中,结合乘车录像引导学生观察汽车刹车、加速、

拐弯时乘客所发生的现象,再通过论证引入“惯性”

概念,这里的乘车录像就是论证资料.又如在引入

“压强”概念时,可用马德堡半球实验的故事作为论

证资料;在引入“磁场”概念时,可用我国古代的四

大发明之一“指南针”作为论证资料,这些就是以物

理故事作为论证资料.通常认为论证资料应该由教

师提供,学生只是论证活动的参与者.这其实是一个

误区,论证资料也可以由学生来提供.例如论证资料

如果是演示实验,可以由学生来演示;如果资料是数

据图表,可以让学生设计实验获取数据;如果资料是

生活经验,可以请学生进行补充.以学生为主体,不
拘泥于形式,才更能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3.4 主动设疑辨析 提升论证能力

论证过程中,学生对概念可能会有不完善不科

学的观点,教师要善于利用这种“缺陷”,主动“挖坑”

给学生设置“陷阱”,组织学生进行辨析,让学生在反

驳与再反驳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例如

在讲解“静摩擦力”时,教师提问:“静摩擦力能不能

发生在运动的物体之间? ”有学生回答:“手拿杯子

来回移动,运动的杯子受静摩擦力;手拿笔写字时,

笔受到静摩擦力.”此时甲同学答到:“货车拉货时,

车上的货物受静摩擦力.”乙同学反驳:“货车上的

货物重力与支持力二力平衡,没有静摩擦力.”甲同

学再反驳:“当货车突然加速或减速时,货物与货车

相对静止,货物受静摩擦力提供加速度,与货车共

速.”教师提出支持:“静摩擦力中的静是相对静止,

指的是相互接触并且有相对运动趋势的物体之间的

摩擦力,因此可以发生在两个一起运动并且有相对

运动趋势的物体之间.”目前科学论证能力测试将论

证过程中有无反驳作为一项重要评分标准,论证出现

反驳,并且数量越多质量越高,论证能力也就相对更

高.在概念课教学中,这就需要教师了解学生的易错

点、迷惑点,针对性设疑,组织学生反驳辩论.同时这

也活跃了课堂气氛,让学生的思考由被动变主动,同
时也有利于学生思维活跃性、开放性、创新性的发展.

4 结束语

科学论证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以上

策略可以作为论证能力培养的基础,如同植物生长

需要的阳光、雨露、空气一样,可以滋润学生论证能

力的成长.除了物理概念课,论证式教学也可以应用

在物理规律课、实验课、习题课等课程类型上.对广

大物理教师来讲,还需进一步探索,期待能涌现出越

来越多创新灵活、操作易行的论证式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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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trategyonArgumentationTeaching
inConceptCoursesofHighSchoolPhysics

GaoZhipeng SunXianwen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s,HenanUniversity,Kaifeng,Henan 475004)

Abstract:Constructingargumentationteachingmodeandprocess,focusingonbuildinga"bridge"between

physicsconceptclassteachingandcultivatingstudents′scientificargumentationability,thispaperexpoundsthe

strategiesofargumentationteachinginphysicsconceptcoursefromfourdimensions:creatingargumentation

atmosphere, manifesting argumentation language, enriching argumentation materials and improving

argumentationability.

Keywords:argumentationteaching;highschoolphysics;concept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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