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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中物理核心素养导向下,有效认识物理概念是落实构建物理观念的重要环节.通过多情境化的教学

途径,在多角度、多层面地构建物理概念的过程中知道构建这个概念的缘由,有效地实现前概念向科学概念转变.既

有助于学生对物理概念的有效构建,又有利于学生对概念的深度理解,还可以助力学生对物理规律和科学思维方法

的掌握,达到培养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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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并不是独立于情境之外的文字或公式,而

是存在于具体的、情境性的、可感知的活动中的,知

识是情境化的知识,一切知识均来源于情境[1].在物

理教学中,对于抽象概念或大概念(如力、场、能量

等)的深入理解,一直以来就是教学中的难点,通常

情况下教师会采用相应的情境教学帮助学生加深理

解.结合不同情境教学方式的优势运用多情境教学,

为优化此类概念教学的实施效果提供了途径.多情

境教学就是针对同一概念采用多种情境类型进行教

学,通过多层面、多视角的方式认识物理概念,以达

到有效全面构建物理概念的目的,同时又从各方面

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1 常见的情境教学类型

根据刺激物对儿童感观和思维活动所引起的不

同作用,文献[2]将情境分为实体情境、模拟情境、

语表情境、想象情境及推理情境.在实际教学中,通

过情境呈现的特点具体化后,使得情境教学有着不

同的方式,因此可以按不同情境具体呈现形式分成

4种常见类型:由历史典故构成的情境为历史情境,

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情境为生活情境,由人的思维

构想的情境为理想情境,通过完成相关实验而形成

的实践性情境为实验情境.
常见的4种情境教学既可相互补充,又具有认

识渐进的关系,这种渐进关系体现在历史情境中溯

源找到概念形成的由来,然后从生活情境中发现实

践过程并提出质疑,在理想情境中排除次要因素找

出主要因素,通过实验情境的验证性有效理解概念.
认识概念的过程按图1所示顺序进行构建,符合学

生的认知特点.

图1 各情境教学方式及渐进关系

守恒量在高中物理教材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概

念,在高中物理教材中,守恒量的学习是从能量概念

的学习开始的,而守恒量概念不仅与能量守恒存在

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守恒思想的习得,为以后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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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守恒(如动量守恒)积累基础,这是一种物理观念

的形成.在《2020年高中物理新课程标准(修订版)》

中指出,“物理观念”主要包括物质观念、运动与相

互作用观念、能量观念等要素[3].可见,正确认识守

恒量概念对建立相应的物理观念核心素养有积极作

用.下面以认识守恒量概念为例进行说明.

2 通过呈现历史情境点燃学生认识概念的热情

历史情境是教师针对所授内容陈述相关的物理

学史或人类获得相关概念的历程.物理学史是物理

学发展中人类宝贵的探索经历,教师在授课之前通

过简要讲述人类认识概念的发展历史,有利于激起

学生对此概念的学习兴趣.

人类对守恒量的认识历程,从历史角度看应是

守恒思想形成过程.下面通过守恒思想历史回顾,陈

述历史情境,以带领学生对守恒量的产生获得必要

的感性认识.
情境1:创设蕴含学科思想的历史情境 ——— 人

类对守恒思想的认识历程简述

能量守恒的思想并非只是来自于物理学,而是

在不同领域,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科学家们各自

研究不同形式运动转化时,总存在着某种量的守恒,

伴随着永动机梦想的破灭,后来人们把这种“守恒

量”称为能量[4].人们对守恒思想的认识可以分成

如下3个阶段[4],如表1所示.

表1 守恒思想的认识阶段

阶  段 事  件

萌芽阶段

 ① 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利特的名言:运动只会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但绝不会消失.这是

守恒思想最早的萌芽.

 ② 永动机幻想的破灭:在曾经制作永动机的热潮中,没有一例成功,永动机的不可能成功启示人们

对能量守恒的逆向思考.

 ③ 伽利略的理想斜面实验.伽利略用理想的斜面实验论证力与运动关系并包含了等高性原理

形成阶段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随着人类科技水平不断进步,人类从发现热运动和机械运动形式相互转化

的同时,电学、化学及生物学研究也有重大的进展,其他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联系和转化被发现,如

1801年戴维发现的电流的化学效应,完成了电与化学运动之间的转化等.这些现象的发现促进了“能

量守恒”的发现,也促进了守恒思想的形成.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为能量守恒定律的确立奠定了实

验基础

诞生阶段

 ① 德国医生迈尔,从生物学和“无不生有、有不变无”的哲学思想,表达了能量转化和守恒思想,并

分析多种能量转化和守恒现象,成为最先阐述能量守恒思想的人.

 ② 英国物理学家焦耳,用各种方法测出了热与功之间的当量关系,为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奠定了

实验基础.

 ③ 德国物理学家亥姆霍兹给出了能量守恒定律的数学表示,为能量守恒定律提供了理论基础.基

于以上历史事实的总结,能量守恒定律诞生,守恒思想也随之建立起来

  通过相关历史事件简述(可配合呈现相应多媒

体图片),学生从中既能以溯源的方式感悟守恒量概

念的来历,也从侧面认识到了守恒思想的确立是从

能量守恒定律的建立开始,这使得认识守恒量必然

从认识能量的守恒关系开始.同时又让学生感受前

人科学家的认识历程和科学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科学态度并激发学习热情,吸引学生对守恒量这

一重要概念的学习注意力,以促进学生对物理概念

的深入认识.

3 从生活情境中引发学习守恒量概念的思考

在人教版高中《物理·必修2》教材中,最初对

能量概念的理解是:生活中存在的一种守恒量[5].以

此为线索,有效认识守恒量概念的关键则是发现并

感知出生活中存在着的这种守恒量,选取学生熟悉

的与学习内容相关联的生活实例作为学习情境即生

活情境.生活情境是生活实例中呈现出来并与学习

内容相关的情境.在课堂引入时有着启发学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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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授概念并激发兴趣的作用.
情境2:创设与学科知识相关联的生活情境

——— 荡秋千

利用多媒体图像和视频展示,在学生面前呈现

生活中秋千的摆动情境.观察生活中的秋千左右摆

动,如图2所示,并在教师引导下转化成示意图并由

学生提出质疑,如图3所示.

(a)

(b)

图2 生活中秋千的摆动

图3 秋千摆动的示意图

情境2中可能出现的学生质疑问题:
(1)秋千为什么会从一边摆向另一边?
(2)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摆动过程?
(3)秋千摆向另一边的高度会发生什么样的

变化?
(4)长时间摆下去秋千会怎样? 会受什么因素

的影响?

(5)如何排除外界因素干扰并进行探究?
(6)秋千与哪种实验装置的物理过程类似?

借以相关的合理提问,引发学生对生活中所存

在的守恒量的关注.同时也能启发学生对认识新概

念的深入思考.在生活中发现问题,并提出质疑.通
过引导学生解决问题逐步让学生体验并深化对基本

概念的理解,这对学生科学思维的培养有积极作用.
以学生熟知的生活情境引入,学生有充足的感

性认识前提,易于接受新概念并在问题引导下继续

探究.但生活情境受环境因素干扰太大(如克服阻力

做功影响),无法从定量角度分析,同时也难以突出

其中问题要素的主次关系.

4 从理想情境中探求主次关系

理想情境是对学习内容进行情境理想化创设,

以帮助分析理解概念.回顾牛顿第一定律的学习中

伽利略的理想斜面实验,伽利略认为在理想情况下,

由静止释放的小球总是可以从斜面一边运动到另一

边,而且可以达到和起始位置相同的高度(图4),这

其中包含了守恒思想[4].
情境3:创设体现学科本质的理想情境 ——— 伽

利略理想斜面实验

图4 伽利略理想斜面实验

此情境过程可以由多媒体动画演示,在无摩擦

条件下,排除了干扰因素,显化了小球能达到等高位

置这一主要因素,突出守恒量的存在,为下一步的深

度探究打下基础,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空间思维能力

和推理能力.但理想情境无法从实际中得到直接验

证,呈现出来的一般是动画演示或想象意境,不便于

定量研究和实践性学习.

5 实验情境提供认识的依据

实验情境是用实际的实验过程创设情境,帮助

学生亲历体验并探究,以强化对概念的认识.基于前

面情境教学,学生已对能量这一守恒量形成了一定

的认识.如何对已有认识进一步深化,这就需要结合

设计具体的实验情境,帮助学生定量分析守恒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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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这一过程具有探究的性质,有利于学生科

学探究能力的培养.学生在探究过程中能深切理解

到守恒量在实际中的存在.
情境4:创设学科核心问题的实验情境 ——— 真

空罩中单摆

结合生活情境中提出的问题,引出秋千与实验

单摆装置类似.因任何的运动过程都难免受到阻力

的影响,普通单摆在摆幅不大的情况下能够近似模

拟理想情况下的摆动过程,但要达到实验探究的要

求还需要尽量排除干扰.为了让单摆实验更加靠近理

想情况,尽量减少空气阻力影响,实验时将单摆放到

真空罩中进行摆动,并选取质量较大体积较小的小

球,通过两侧摆动高度的定量对比,突出守恒量的存

在,设计示意图如图5所示,装置实物图如图6所示.

图5 实验装置设计示意图

图6 实验装置实物图

利用手机慢放及暂停功能进行观察:在抽气机

工作时,取下磁铁,真空罩中小球从释放开始连续前

3次到达两侧最高点的位置对比(绕在真空罩外侧

的白细线为等高参考线).如图7所示.

(a)最初释放的位置高度  (b)第1次到达右侧最高点

(c)第1次到达左侧最高点  (d)第2次到达右侧最高点

图7 实验过程中小球摆到两侧最高点时的情况

表2为对应4次的观察结果.
表2 实验观察结果

对应次数及位置 高 度

最初释放的位置高度 与等高线等高

第1次到达右侧最高点 与等高线等高

第1次到达左侧最高点 与等高线等高

第2次到达右侧最高点 与等高线等高

  实验结论:在尽量排除阻力干扰的情况下,小

球向两侧摆动的最大高度基本一致(与等高线等

高),说明了小球在摆动过程中遵循着某种量的守

恒,由此得出了其中的守恒关系及守恒量的建立,而

此实验中守恒的这种量就是能量,为此后能量的学

习提供认识基础.
通过实验情境的构建,确立认识依据,为学生提

供了更清晰明朗地认识保障,帮助学生悟彻其本质

并切实上升至理性认识的层次,同时在实验过程中

教师可逐步引导学生形成科学探究的能力.所有实

验本身都存在误差,因此,实验只能在尽量排除外界

因素干扰下进行.通过实验情境教学,也有助于培养

学生用守恒观念解决生活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4种情境下对守恒量概念的构建,从不同

角度引导学生对概念本质的认识.同时也促进了学

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提高.不同的情境方式有着各自

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合理地综合运用,多角度地整合

各情境教学方式的优点,有利于优化物理概念教学,

提高教学效率,以实现物理概念有效教学中难点的

突破.

6 总结

不同的情境教学方式有着不同的特点,通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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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以上几种情境教学方式,深入了解各情境教学方 式的不同及实用价值关系.总结如表3所示.
表3 各情境教学方式比较

情境教学方式 优点 缺点 适用场合 核心素养价值体现

历史情境

 从物理学史角度认识,有利于

帮助学生对概念溯源性认识.有

利于激发学生求知欲

 以感性认识

为主,缺少理性

层次上的认识

 对物理概念

的来历和相关

发现历史进行

介绍

 用前人科学家的发

现历程影响学生,培养

学生的科学态度与责任

生活情境

 学生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基础,

在生活中有体验经历.有利于学

生提出问题,从而引发思考

 不便于定量

分析研究.难以

突出主要因素

 新 课 的 引

入,创 建 认 知

冲突

 可从生活情境的观

察中提出质疑,以促进

学生科学思维的形成

理想情境

 在理想化情境中有效突出认

识概念的关键要素,避开次要因

素,有利于分析推理并解决问

题,找出关键因素

 无法形成实

际的实验,只能

通过 多 媒 体 或

图像呈现

 深入分析明

确认识概念的

关键信息

 有利于学生的空间

思维 和 逻 辑 思 维 能 力

的培养

实验情境

 能让学生切身体验对概念的

认识.有利于定量研究,落实问

题感悟,为有效认识提供依据

 有外界因素

的干扰,易形成

误差

 演示或引导

学生自主探究

 在实际操作中,培养

学生科学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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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searchonBuildingPhysicalConcepts
inMultiSituationEnvironmentunderCoreAccomplishment

———TakingRecognizingConservedQuantities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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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theguidanceofhighschoolphysicscoreliteracy,effectiveunderstandingofphysicsconcepts

isanimportantlinkintheimplementationandconstructionofphysicsconcepts.Throughthemulti-situation

teachingapproaches,intheprocessofconstructingthephysicalconceptfrommultipleanglesandmultipleaspects,

weknowthereasonofconstructingtheconcept,andeffectivelyrealizethetransformationfrompreconceptto

scientificconcept.Itnotonlyhelpsstudentseffectivelyconstructphysicalconcepts,butalsohelpsstudentsdeeply

understandconcepts,what′smore,ithelpsstudentsmasterphysicallawsandscientificthinkingmethods,soas

toachievethepurposeofcultivatingdisciplinecoreliteracy.

Keywords:coreliteracy;multi-situation;situationalteaching;physicalconcepts;effectiv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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