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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习不纯粹是靠理解和记忆进行的理性活动,也是通过体验才能完成的具身性、情感性、领悟性活动.
知识的产生源于体验、思维的进阶源于体验、意义的获得源于体验,以高中物理新教材必修2“生活中圆周运动”教

学为例,探讨促进深度学习的多维体验,即强调主动参与,促进具身性体验;模拟真实情境,引起替代性体验;科学合

理外推,激发想象性体验;解决实际问题,实现情感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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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

育人方式变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积极探索体

验式课堂教学,说明基于体验的教学将成为未来教

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1 什么是体验和深度学习

1.1 体验的内涵

体验是人对某事或某物的一种融入式的感受与

领悟.它强调主体经过亲身经历而形成对事物独特

的、具有个体意义的经历、情感和体会.体验包含3
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以身体之”,强调学习者的亲

历性,没有身体的参与很难产生体验;其次是“以情

感之”,强调情感上的激荡,要引发学习者内心情感

的变化;再次是“以心验之”,强调学习者的内心感受

与体会,有助于形成信念[1].

1.2 深度学习的内涵

深度学习是对学习状态的质性描述,以高阶思

维、思维品质为目标,以深度理解为基础,以整合的

知识为内容[2],经过还原与下沉、体验与探究、反思

与上浮3个环节,让学生全身心参与知识的发生与

发展过程,并批判性地吸收和利用所学知识与方法

解决真问题的意义性学习[3].

2 为什么体验能促进物理深度学习

2.1 知识的产生源于体验

知识本身的产生与人的体验密切相关,没有体

验就没有知识,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万有

引力猜想等,都是出于对已有知识的质疑和批判,这
种质疑与批判本身就是科学家一种独特的个人体

验.基于教学重演律,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本身就是

重演科学家研究的关键步骤,也就是经历关键的体

验环节,深刻理解知识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4].
2.2 思维的进阶源于体验

物理学科是培养学生高级思维和思维品质肥沃

的土壤,有时学生对于一些综合性问题很难理解,说
明思维深度还不够,此时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体验

和探究,促进自主建构,帮助学生实现思维的突破,

也就是在学生思维进阶的关键点进行体验.
2.3 意义的获得源于体验

如何将公共知识转化为学生的个人知识? 答案

是体验,体验是将显性知识转化为隐形知识、将隐形

知识内化为个人观念的重要途径.内化为观念也就

实现了知识的意义化,只有理解了知识的内涵和意义

才能灵活地进行迁移和应用,真正凸显学习的价

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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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基于多维体验促进深度学习

下面以“生活中的圆周运动”教学为例,探讨4
个维度的体验:具身性体验、替代性体验、想象性体

验和情感性体验.
3.1 强调主动参与 促进具身性体验

学习者主动积极亲身参与是获得体验最好的方

式,基于对身心二元论的批判和反思,引发了将主体

身体体验引入认知过程的身心一元论的第二代认知

科学产生,即具身认知.具身认知最重要的特征就是

学习的具身性,知识根植于人的身体以及身体与世

界的相互作用中.涉身性、体验性和情景性是其三大

主要特征,其中体验性是核心特征,体验的方式、过
程和结果直接决定着认知的方式、过程和结果.

教学案例1:在新课的引入环节,设置一个趣味

小魔术,倒杯移物.将一个小球放在矮一点的桌面

上,如图1所示,如何只用1个圆柱形的杯子并保持

倒立状态将小球从矮桌子移动到高的桌子上呢?

图1 倒杯移物

让学生们主动来挑战和体验这个小魔术,很多

学生都想到让小球在杯子内壁转动起来从而实现转

移.学生在经过几次尝试后终于成功了,此时引发学

生思考:为什么小球在杯子内壁转动的速度比较大

时才不掉下来?

教学意图:通过对这个小魔术的体验一方面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另一方面引发学生思考

魔术背后隐含的物理问题.

3.2 模拟真实情境 引起替代性体验

在实际教学中,很多问题由于时间、空间的限

制,无法在课堂上完成,此时教师可以通过模拟相似

的情景,让学生去感受,引起替代性的体验,替代性

体验往往能够促使其联系已有的生活经验,并将这

种体验迁移于自身.

教学案例2:在研究汽车在水平面内转弯所需

向心力的来源问题时,学生分析起来比较困难,此时

可以用身边的教科书和物块模拟这个情境,进行合

作体验,如图2所示,在书上放一物块,小组成员全

部起立,小组内一学生手托着书在水平面内转动,第
一次慢慢转,第二次快点转动,小组内其他学生仔细

观察物块的运动状态,并解释这一对比说明了什么

问题? 小组讨论后得,第一次物块随书一起在水平

面内转动没有相对滑动,第二次物块沿着径向相对

书向外滑动,说明小物块随书一起转动时有沿径向

向外相对运动的趋势,说明汽车转弯时受到指向圆

心的静摩擦力提供的向心力.

图2 模拟汽车转弯

教学案例3:在研究火车转弯向心力的来源问

题时,为了增强替代性体验,笔者用钢材为每个小组

制作了缩小版的火车车轮和铁轨模型,如图3所示.
首先让学生仔细观察火车车轮的结构特点;其次让

学生分析火车如果在水平面内转弯时靠什么力来提

供向心力.

图3 车轮和铁轨模型

学生在认识火车轮缘的基础上分析得出火车在

水平面内转弯时,轮缘与外轨道间有侧向挤压,从而

产生一个指向圆心的弹力来提供向心力.但由于火

车质量很大,靠这个侧向挤压来提供水平面内转弯

的向心力很容易磨损轮缘和轨道,造成脱轨事故.自
然而然提出讨论话题:如果你是铁路设计师,转弯处

铁轨该如何设计? 请小组交流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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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为每个小组提供两个小木块,在方案设计

的过程中有助于为学生提供体验和启发(用两个木

块将轨道一侧垫高).
教学意图:通过模拟真实的情境,将不能直接观

察到的抽象问题具体化、可视化,通过替代性体验深

刻理解汽车转弯和火车转弯时向心力的来源.
3.3 科学合理外推 激发想象性体验

通过对某一个结论和原理进行合理外推或拓

展,得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并让学生大胆想象,从而

激发想象性体验,所谓想象性体验就是学生能够想

象性地将自身置于某种特定的情境当中,这样便能

够体验到超越于学习内容本身所描绘的图景,实现

对所学内容的深度理解.
教学案例4:在研究汽车过拱形桥问题时,为了

帮助学生理解向心力的来源,提出具体问题,汽车静

止在桥顶和以一定的速率通过桥顶,两次对桥的压

力相同吗? 此时一些学生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过
桥顶时有一种“变轻”的感觉,提出猜想.接下来引

导学生建立物理模型,具体分析和计算汽车过拱形

桥顶时对桥的压力与速率之间的关系.
学生建立如图4所示的物理模型,得出汽车和

桥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大小为

FN=mg-mv2

r
此时进一步通过问题激发想象性体验:当汽车过拱

形桥顶的速度越来越大时,会有什么现象发生?

图4 汽车过桥

通过计算发现汽车过桥顶时的速率一旦超过

gr,就会“飞”离桥面做抛体运动.另外,地球表面

就是一个巨大拱形桥,接下来引导学生进一步大胆

想象:如果一个物体在地表运动的速度足够大会发

生什么现象?

教学意图:基于现有结论进行合理外推,充分激

发学生的想象性体验,得出一些特殊情境下的规律

是科学研究的常用方法,比如伽利略对自由落体运

动的研究.
3.4 解决实际问题 实现情感性体验

物理学与生活息息相关,生活中许多实际问题

都可以作为教学素材,并引导和鼓励学生进行体验

和解决.实际问题与学生的生活背景联系越紧密,越
容易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让学生站在学习内容的

角度来反省,实现情感体验的拓展和升华.
教学案例5:在学习拱形桥时可以设置这样一

个实际问题,东仓大桥是很多同学往返学校的必经

之地,东仓大桥桥面半径约为50m,为了避免汽车

脱离桥面造成交通事故,交警部门需要在桥上设置

一限速牌,限速牌上应该写 km/h.
教学案例6:研究汽车过凹形桥时,基于前面的

学习可以直接设置待解决的真实问题,泸定桥是横

跨在大渡河上的一座铁索桥,如图5所示,试估算当

自己跑过泸定桥最低点时,对桥的压力为多少? (泸
定桥的圆弧半径约为100m)

图5 泸定桥

教学意图:通过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一方面有

助于评估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情况,促进迁移应

用;另一方面这些情境与学生生活密切联系,有助于

促进情感性体验,增强学习的意义感、价值感和获得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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