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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度学习提倡单元学习,逆向的单元教学设计为促进深度学习提供可行途径.以基础型物理“磁场”单

元设计为例,将单元学习与逆向教学设计相融合,从选择单元主题,确定单元学习目标,开展单元持续性评价,设计

单元学习活动,4个方面出发进行设计,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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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教育存在两大误区:一个聚焦灌输的教

学和一个聚焦活动的教学[1].灌输性教学强调教师

的主导作用,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参与.根据固定的

教材,和擅长的教法站在教师的角度思考,教什么,
怎么教.学习成果也主要体现于教学活动结束后物

理知识检测的分数中,这也就是说大多数教师只关

注自己的教而不是学生的学.更极少有教师去站在

学生的角度去思考如何设计一个更符合学生思维发

展的教学设计.此时逆向教学设计为传统的教学设

计开辟一条新途径.我们可以在教学活动前先思考

制订的教学目标达到预期的目标是什么? 有什么证

据可以证明学生达到了预期目标? 在据前两个基础

下,去设计学习体验和教学.

1 逆向教学设计

  在反思传统教学设计不足的基础上美国课程与

教学领域的专家GrantWiggins和JayMcTighe提

出了新的教学设计模式———逆向设计,逆向设计强

调“以终为始”优先考虑学习次序,即教师在思考教

与学活动前先考虑此类学习要到达的目的是什么,
从学习结果开始思考的逆向设计.包括如图1所示

的3个阶段.

图1 逆向教学3阶段

  逆向教学设计第一阶段中,我们需要思考教学

目标是什么.第二阶段确定合适的评估证据,这阶段

是我们要确定学生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结果,找出证

据证明学生的理解与掌握程度.根据收集到的评估

证据来思考单元或课程,即鼓励教师在设计课程或

单元前思考如何确定学生是否已经达到预期的理

解.第三阶段是要设计学习经验及教学活动.

2 单元学习

  深度学习:就是指在教师引领下,学生围绕着具

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
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深度学习能力划分

为3个方面:认知能力、人际能力、个人能力[2].深度

学习提倡单元学习,要求建立好学科核心素养与学

科核心内容之间的关系.开展单元学习有4个重要

的环节,选择单元学习主题,确定单元学习目标,设
计单元学习活动,开展持续性评价,按照逆向设计思

路将单元学习环节进行改进,如图2所示.

图2 逆向思维单元设计实践模型

  单元是知识结构化的重要表现,也是学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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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单元.逆向思维的单元教学设计分为4个阶

段.第一阶段:先应根据学科课程标准和学科教材内

容选定单元教学主题.第二阶段:通过对课程标准的

研究确定单元学习目标及预期结果,此阶段要求课

程设计者以终为始,考虑学生在学习某一主题或单

元后,能知晓、理解或做什么.第三阶段:确定合适的

评估证据,即像评价者一样思考如何才能确定学生

是否已经达到预期的结果.第四阶段:设计单元学习

经验及教学活动.

3 学习设计体验与教学

3.1 确定单元教学主题

单元是指学科课程实施的单元,通常是以主题

为中心.单元学习主题是指依据课程标准,围绕学科

某一核心内容组织起来的,体现学科知识发展、学科

思想与方法,深化或丰富认识世界的方式,激发学生

深度参与学习活动的主题.本单元通过磁现象和相

关实验建立了磁场的概念,阐述磁场的基本性质及

描述磁场的物理量.其中磁感应强度、磁通量和磁感

线、安培力及洛伦兹力属于本章的核心内容.根据

“逆向设计模板”:以高中物理人教版选修3 1,第
三章“磁场”单元为例,进行单元设计,如图3所示.

图3 磁场单元知识结构图

课标[3]要求通过对磁场相关知识的学习,让学

生了解磁场的物质性.培养学生的物质观念.建立磁

感线,体会物理模型在解决物理问题时的重要性,通
过磁感应强度概念的建立,进一步理解比值定义物

理量的方法.探究安培力与洛伦兹力,并分析带电粒

子在磁场中的运动规律及安培力做功与能量转化的

关系.培养学生运动与相互作用观念和能量观念.
3.2 确定单元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由物理学科课程目标和核心素养目

标组成,单元教学目标应包括学习内容分析、学情分

析、单元重难点分析、单元教学目标.
3.2.1 单元学习内容分析

以“磁场”单元的教学设计为例,此章节有很多

的基本概念和规律.磁场具有一定的基础性、抽象性

和综合性.磁场知识的学习通过类比电场学习后需

要迁移应用力学和能量知识的学习,具有综合性.对
于本章的学习可以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认识磁场,再
现并补充已有的事实经验.体会物理模型在探索物

理规律中的应用.分析归纳磁现象的共同本质是由

运动电荷产生的.通过与电荷力之间的作用类比,让
学生理解磁场是客观存在的 .通过实验探究归纳出

安培力和洛伦兹力的大小和方向的规律.体验探究

过程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与总结.
3.2.2 学情分析

学情分析即对学生的学习情况的分析,包括:
(1)学生的前概念和生活经验,特别是学生存在的错

误的前概念,例如在学习自由落体时,学生普遍认为

重的物体下落的快,而轻的物体下落的慢.(2)学生

已有的知识储备,形成科学概念与规律所用到的建

立方法和科学思维及数学等其他科目知识.(3)对新

概念的学习是否可以借鉴以往的学习方法,对于学

生的认知能力进行大致的评估,确定新知识的学习

在学生可接受的范围内.
3.2.3 单元重难点分析

磁感应强度概念是磁学的基本概念,是学生学

习认识“场”的基础.场概念认识过程中蕴涵比值定

义法,即为本单元的重点.安培力是场物质与宏观导

体的相互作用,而洛伦兹力是场物质与微观电荷之

间的相互作用.两种力都是发展运动与相互作用观

的重要载体.由安培力的表达式推导出洛伦兹力的

表达式时帮助学生建立起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
3.2.4 确定单元教学预期结果

通过对生活中磁场现象的举例,对磁场有一个

认识.通过实验探究、类比等研究方法,经历建构磁

场、磁感线、磁感应强度等概念的过程.即通过实验

认识磁场,了解磁场强度.会用磁感线描述磁场.通
过实验归纳总结安培力与洛伦兹力的大小与规律;

师生合作从力与运动的观念和能量的观念分析安培

力与洛伦兹力做功与能量的转化.
3.3 确定合适单元评估证据

物理观念方面,让学生回答怎样理解磁场是一

种物质,如何分析安培力做功与能量转化的关系.培
养学生运动与相互作用观念和能量观念,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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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回答情况.科学思维方面,让学生举例说明哪些

物理量是通过类比法的学习得到的,通过与电荷力

之间的作用的类比,让学生理解磁场是客观存在的

观察学生类比迁移的能力和归纳总结能力.科学与

态度层面,让学生回答有关奥斯特实验、STS的重要

素材“指南针与郑和下西洋”在现代科技中的应用等.
3.4 学习设计体验

逆向教学设计活动需要考虑3个问题:

(1)要有效开展学习并达到预期结果,需要哪些

知识和技能,哪些活动可以让学生获得知识和技能.
(2)根据表现型目标,教师需要教哪些内容,指

导学生做什么,以及如何用最恰当的方式展开教学?
(3)要完成这些目标哪些材料和资源是最合

适的[4]?

选取单元教学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教学设计,如
表1所示.

表1 “磁场”单元部分内容教学设计

预期结果 评估证据
教学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了 解 生 活 中 的
磁现象及其应用

 举例 生 活 中 有 关 磁
的应用

 教师展示磁推车、磁悬浮列车视频,引出
新课

 观看视频,引发思考

 了 解 磁 场 的 相
关特征,即有关磁
性、磁极、磁化等

 学生 分 组 派 代 表 上
台展示,对磁性、磁极、
磁极间的相互作用、磁
化等现 象 的 相 关 特 征
进行描述

 给定已有器材,让学生动手设计实验,找
出磁现象的相关特征

 学 生 分 组 实 验,得 出
结论

 了 解 磁 场 的 物
质 性:可 以 感 知
磁场

 通过 提 问 学 生 可 以
对磁场 的 存 在 进 行 合
理解释

 提问:(1)如何让静止的小磁针转动起来?
(2)磁体与磁体之间通过什么相互作用.(可
以直接给出磁体周围存在某种看不见、摸不
着的东西,这种物质就是磁场.)
 教师:(1)磁场和电场一样看不见,摸不
着,我们应该如何去证明它的存在呢? (2)
演示:我们知道发声是因为物体的振动产
生,那微小的振动我们并不能用肉眼看出,
同学们准备小纸片,敲击桌子,桌子发声的
同时 还 有 什 么 现 象? (3)总 结:研 究 方
法———转换法,再让学生回忆哪些问题的研
究中用到了转换法.(4)磁场最基本的特征
是什么?

 学生给出可以让小磁
针转动的方式.(如用嘴
吹,用手拨动)
 思考并回答,磁场对放
入 其 中 的 磁 体 有 力 的
作用

 对 磁 场 能 够 进
行描述

 能够对磁场的大小、
方向进行描述

 教师:用不同的力度去敲击桌面,观察桌
面纸屑被振起的高度有什么不同.
 提问:我们可以通过纸屑被弹起的高度的
不同来判断振动幅度的大小,判断声音的大
小.这对我们研究磁场有什么启示?
 总结:研究方法———类比法,让学生回顾
在研究哪些问题中应用到了类比法

 学生:在没有力的情况
下,纸 屑 静 止 在 桌 面,没
有产生声音.
 当给一个力敲击桌面
时,桌 面 的 纸 屑 跳 动,有
声音产生并且力度越大
纸屑被弹起的高度就越
高.声音相对也就越大

 分析思考:把小磁针放
入磁场中,观察小磁针的
受力情况从而判断出磁
场的情况

 准 确 得 出 对 条
形 磁 体 周 围 磁 场
的方向

 利用 小 磁 针 可 以 判
断磁场的方向

 教师:将条形磁体水平放置在桌面上,让
同一个小磁针放置在条形磁体周围不同的
位置.观察小磁针的指向

 观 察 实 验,思 考 问 题,
总结磁场的方向

  基于逆向思维对磁场、磁感线、磁感应强度、磁 场的大小方向的描述等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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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和教学过程进行设计.通过对预期结果的设计

明确教学目标,更为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提高教学

效率.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分组实验培养学生

的合作交流能力.此教学过程中用到的科学思维方

法为转换法和类比法.例如:将磁场与电场进行类比

学习时,学生容易受到固定思维的影响,前面学习描

述电场的强弱时我们用到的是电场强度,学生类比

电场易将描述磁场的强度的物理量视作是磁场强

度,在这里应该着重向学生解释磁场的强弱的描述

应是磁感应强度而非磁场强度.再例如磁感线,因为

前部分对电场线的学习而容易将学生的思维引入一

种固定模式,而在这部分教学更应注意磁感线与电

场线的不同.这样可以减少学生的认知负荷.
表2是对通电导体在磁场作用这小部分内容进

行设计,同样的基于逆向思维教学过程,设计首先给

出了教学内容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对每一个小的

知识点都给出所要掌握的程度.再给出评估证据和

教学过程.表1的教学设计已经让学生对磁场、磁现

象及磁的特征等基本的物理量有了更为深刻的认

识.在此基础上再来探究通电导体在磁场中的作用.
电流对放入其中的小磁针有力的作用,那么要求学

生们思考磁场是否对放入的通电导体也有作用呢?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实验,观察分析放置在磁场中的

通电导体为什么会运动.教师指出运动是因为受到

力的作用,而这个力即为磁场对通电导体的力,称为

安培力.安培力的大小与什么有关呢? 教师提出问

题,学生进行猜想,与磁感应强度B、通电导体的电流

I、导体长度L有关.经过多次实验探究得出F=BIL.
表2 “磁场对通电导体的作用”教学设计

预期结果 评估证据
教学设计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学 生 理 解 安 培 力

是磁 场 对 通 电 导 体

的作用.在实验探究

过程 中 培 养 学 生 逻

辑思 维 和 科 学 探 究

能力

 学 生 能 够 对 生 活

现象 用 到 的 安 培 力

进行合理解释

 可进行一个小实验,让学生解释放置在磁

场中的通电导体运动的原因.
 引出导体受到的力就是安培力

 导体受到力的作用

 学 生 知 道 影 响 安

培力大小的因素

 学 生 可 以 理 解 各

影响 因 素 如 何 具 体

影响安培力

 教师引导学生首先进行合理猜测,从而设

计实验,可以直接借助安培力演示器探究安

培力大小与导体棒长度、电流的关系,安培

力演示器上金属线框的偏角大小可以通过

指针偏转角大小进行反映.安培力演示器的

金属线框受到安培力发生偏转带动指针也

发生偏转.根据此原理.将学生分组,让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自主探究得出探究结果

 在教师的引导下,以小

组为单位进行实验操作,
小 组 内 交 流 探 讨 得 出

结论

 学 生 掌 握 左 手 定

则,判断安培力的方

向培 养 学 生 的 物 理

观念

 给 定 有 关 判 断 安

培力的问题,让学生

进行实际操作判断

 在上面探究了影响安培力因素的前提下,
对安培力的方向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在教师的引导下积极

思考主动探究

 学 生 掌 握 安 培 力

的计算公式

 可 以 选 择 有 关 安

培力 计 算 的 有 关 测

式题进行检测

 根据以上探究引导学生得出安培力的计

算公式

 思考如何使用,并能够

进行准确迁移

  在实验中,如果调换磁铁两极的位置而使磁场

的方向改变,而电流方向不变时,导线的受力方向相

反;如果磁铁两极的位置不变即磁场的方向不变,而
电流方向改变时,导线受力的方向也相反.由此引导

学生进行分析,安培力的方向跟磁场方向和电流方

向都有关.引导学生进行实验探究,通过实验发现:
安培力的方向既跟电磁感应方向垂直,又和电流方

向垂直.三者之间的关系即为左手定则.在此过程中

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合作交流作用.
(下转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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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waytoachievethegoalofmoraleducation.Howtoeffectivelyimplementtheeducationalfunctionofideo-

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inphysicscourses,discussesfiveaspectsofschool,teacher,student,teaching

environmentandteachingresultevaluation,inordertohaveapositiveeffectontheeducationalfunctionof
“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inhighschoolsciencecurriculum.

Keywords:physicscours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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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UnitTeachingDesignofHighSchoolPhysics
BasedonReverseThinking

LiDanyan LiWeidong
(SchoolofPhysicsandElectronicInformation,Yan′anUniversity,Yan′an,Shaanxi 716000)

Abstract:Deeplearningadvocatesunitlearning,andreverseunitteachingdesignprovidesafeasiblewayto

promotedeeplearning.Takingthebasicphysical“magneticfield”unitdesignasanexample,thispapercombines

unitlearningwithreverseteachingdesignfromselectingtheunittheme,determiningunitlearninggoals,carrying

outunitpersistenceevaluations,anddesigningunitlearningactivities.fouraspectsofdesign.Promotestudents’in
“depthlearning.

Keywords:reversedesign;deeplearning;unitof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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