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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中物理单元复习课不能只是罗列静态的知识点和刷题,仍然需要注重学生的体验,复习课也可以利

用客观情境增强学生学习的效能.以初中“声”单元复习课为例,以“声音的航天之旅”为情境活动的主线,借助不同

情境串起整个单元知识,复习知识的同时也在不同的情境活动中渗透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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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初中物理学科为例,学生主要学习力、热、

声、光、电这5部分内容,学习物理中的一些基本概

念和基本规律,而每一部分的知识体系都是具有很

强的关联性和连贯性的.所以在设计单元复习课时,

需要重新搭建一个能够支撑整个单元知识的框架与

知识体系.

1 复习课存在的问题

当前的复习课教学,大多是教师讲为主,而且教

师在复习课上会力求面面俱到,每个需要复习的知

识点多数以比较静态的形式呈现在PPT上或者黑

板上,学生相当于又听了一遍所有的概念和规律,复

习课没有调动学生的思维,学生仍然是被动接收和

记忆[1].那么对于那些基础本来就不好的、听课比较

效率低的学生,复习课可能就会变成“走马观花”式

地过了一遍.再就是训练题较多,采用题海战术一轮

一轮重复机械式做题,这样的复习课呈现的就是教

师自己在讲并且一味地说理较多,整节课下来教师

感觉时间很紧很赶,而学生却还没有完全放开,单元

知识点的复习也没能系统化.所以如何设计高效的

复习课既能调动班级中低部学生的参与度,又能实

实在在地解决学生学习中存在的盲点,是设计复习

课时需要思考的.

2 提高复习课效度的方法 ——— 将思维还给学生

任何教学中遇到的问题都是基于自己真实教学

体验的,所以要想改进复习课的教学就需要真正地

了解自己教学中具体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可能是备

课和授课时过于专注自己的说教而忽略了学生的学

习体验,也可能是对于知识体系的结构不太明确从

而降低了复习课的课堂效率等等.所以在复习课上

教师可以适当放手,给予学生更多的表达机会,为学

生搭建一个平台,根据学情设计有梯度的问题,引起

学生的思考从而激活思维,将知识的复习巩固转化

为在情境活动中解决问题.

教学情境是在教学目标的基础上,设计比较连

贯的适合学生主体的情境,学生在课上产生一些情

感反应,能够主动积极建构具有学习背景、景象和学

习活动条件的学习环境[2].学生们在课堂上经历了

更多的客观真实的情境,也是为实现非真实性情境

的有效迁移做好铺垫.物理学科与实际生活联系最

紧密,学生在生活中有大量的体验,同样在物理课堂

上也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生产生活中的学科现象,

引导学生运用学科知识去分析其背后的学科原理与

规律.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情境,实现从生活走向

物理,让物理生活化[3].

教师在设计教学时,要基于问题引导学生探究

发现,学生能够在体验中发现知识背后蕴含的物理

规律从而发展思维,最终实现学生能够较好地形成

科学的物理观念.单元教学设计同样需要考虑上述

几点,以下为“声”单元教学设计,仅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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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复习课教学设计过程及设计意图

情境设计背景:2021年9月17日我国神舟十二

号宇宙飞船成功返回,回顾飞船从6月17日发射到

返回这段时间,3位宇航员历时3个月完成了多项任

务,同时也象征着我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关于神

舟十二号在太空的工作与生活有很多直播视频介

绍,其中与八年级刚学完的声学知识有着紧密的联

系,以此为背景设计了一节声单元复习课,并以“声

音的航天之旅”为情境主线引出本节课的其他情

境,在设计时有意识地渗透了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具体情境活动:

情境一:听“地空”对话音频

截取习近平主席和神舟十二号外太空宇航员

“地空”对话的视频,在课件中播放视频的时候先遮

挡住画面,学生们只是通过听声音判断和宇航员对

话的领导是谁,课堂上学生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

是“习主席”.通过该环节的设计,学生体验到每个发

声体声音的品质不同,也体验到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的乐趣.然后邀请学生在黑板上记录下情境一的活

动名称与所对应的声学知识.

设计意图:本节课的引入是以“声音的航天之

旅”展开的,学生们的内心已经有了很强的好奇心,

那么最开始的活动设计就尽可能满足学生们的这种

期望,适当地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可以调动学生们的

求胜心态.而且这个问题呈现形式,比较以往单一的

文字类的题目更加直观,这样从物理视角分析实际

生活问题,学生的课堂体验效果也更好.课上邀请到

前边记录的可以是基础较薄弱的学生,在任务驱动

下,他的课堂参与度也提高了.

情境二:观察宇航员舱外的工作片段

神舟十二号宇航员一共出舱两次,观看第一次

出舱的片段,发现宇航员穿着厚厚的宇航服,他们在

出舱的过程中需要系好安全绳,还需要自动操纵手

臂将宇航员带到指定的位置.在整个过程中,需要结

合观看到的画面和听到的声音两种体验,发现问题:

只能听到宇航员讲话的声音,机械之间碰壁的声音

却没有.学生们一边观看一边思考,真空是无法传播

声音的,所以机械碰撞声音听不到,但是宇航员开舱

后第一句话“哇,好美呀! ”是通过无线电传递到地

球的,也是说明了声音传播需要介质.同样邀请学生

到黑板上记录下情境二的活动名称与所对应的声学

知识.

设计意图:学生在经历第一次的问题解决之后,

已经初步有了从物理视角发现问题的判断能力,所

以他们在课堂上都集中精神,动用各种感官去观察

发现.多数学生可能关注比较多的是宇航员发出的

声音不是通过空气传回到地球的,没太注意其他的

发声体,这时需要教师适当引导,宇宙外太空星体的

碰撞或者爆炸声我们也听不到,同时介绍我国航天

事业发展的突飞猛进,渗透爱国情怀.

情境三:观看神舟十二号升空视频

以即将发射的神舟十三号为契机,进行民族繁

荣发展的教育.然后引导学生重温神舟十二号的震

撼发射视频,从听觉和视觉上刺激学生们的感官.燃

料燃烧后飞船升空场面比较直观,学生们听到了轰

隆隆的声音,也看到了震撼十足的动态画面.学生们

说的最多的是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产生的,然后呈

现一张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图片,看到中心周围种

植了大量的树木,而且建筑物很少,顺势提问如果在

我们学校旁边修建一个发射中心可以不可以,学生

们马上说绝对不行,他们说出了好多原因,其中最多

的就是发射时噪声太大,进而引导学生设计减弱噪

声的有效方法.同样邀请学生到黑板上记录下情境

三的活动名称与所对应的声学知识.

设计意图:神舟十二号飞船发射时产生的声音

较大,严重影响周围生活工作学习的人们,也是在引

导学生辩证地看待问题,并且在解决问题时需要考

虑实际生活情况,意识到物理是来源于生活,最终也

能应用到生活解决实际问题的学科.

情境四:欣赏音乐《我和我的祖国》及它的波形

图

以神舟十二号宇航员“地空”对话的片段为素

材,发现背景中有两面旗帜,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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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和中国共产党党旗,介绍这样的设计其实是为

建党100周年献礼.2021年的7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

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其中一首《我和我的祖国》

振奋人心,课上重温这首爱国歌曲,同时使用DIS采

集声音很直观地显示声音不同响度、不同音调的波

形图.同样邀请学生到黑板上记录下情境四的活动

名称与所对应的声学知识.

设计意图:以生活中的热点话题为教学素材,拉

近课堂与生活的距离,也拉近了物理与学生们的距

离.学生们在悠扬的音乐中感受声音的美妙,有高有

低、有强有弱,而且这段音频表达了很强烈的爱国情

感,学生们感同身受.DIS将声音的特征形象展示在

屏幕上,学生一边听到男低音和女高音,一边又看到

高低音不同的波形图,这样直观的对比,可以很好地

实现频率影响音调这个情境的建立.同时又设计调

节音量改变响度这个操作,目的也是实现振幅影响

响度这个情境的建立.

情境五:小小调音师

较高的声音我们可能唱不上去,但是我们可以

通过乐器弹奏较高的声音.邀请一位学生调节吉他

的琴弦,分别调出一个较低音和一个较高音,然后随

机提问这里的奥秘是什么.再邀请两位学生采用不

同的方法同样调出一个较低音和一个较高音,分享

谈论这其中的奥秘.总结发声体的结构影响振动的

频率,进而影响声音的音调.同样邀请学生到黑板上

记录下情境五的活动名称与所对应的声学知识.

设计意图:调音师在技术上要求较高,而课堂上

具体化任务要求,降低难度后学生参与性也就高了.

以一个课堂小活动活跃一下课堂气氛,比较好地利

用物理规律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也为部分学生提供

变现自己的机会,教师应该多角度去看待学生、多角

度去发现学生的优点.

情境六:乐器制作PK赛

声音的航天之旅结束了,但是学生们对于知识

的探索还在继续,特别是科技的发展需要勇于探索

敢于实践的精神,课上教师就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机会,开动脑筋制作可以发出不同音调的小

乐器.主要准备的材料有木板、橡皮筋、图钉、锤子

——— 制作弦乐器;吸管、橡皮泥、剪子、双面胶 ———

制作管乐器.学生们组内分工明确,基本上每位学生

都动起来了,最后在展示自己的作品时,特意邀请学

困生讲解他们的设计意图和乐器的使用方法,为他

们的物理学习留下较好的印记.

设计意图:课堂活动形式可以是多样的,特别是

物理课堂,围绕一个核心任务完成单元知识的复习

后,如何再进一步巩固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呢? 设计

如上两个制作类的活动,目的就是实现学以致用,要

想完成乐器的制作,那么就需要具备运用物理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建构一个乐器的模型,发声体的

结构如何设计,然后再实际设计动手制作,最后的展

示才是这个情境活动设计的重点,为那些课堂参与

度不高的学生提供“表达小舞台”.

4 单元复习课的反思与期望

一节好的复习课应该是帮助学生们解决他们存

在的困惑,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所学的知识,同时也

应该是较好地体现物理的育人价值.上述课例从单

元复习的角度出发,结合复习课的教学目标,利用一

个较前沿的时代发展背景,既完成了复习课的教学

内容要求,也渗透了物理观念和科学思维的核心素

养.

将情境教学与单元复习课相结合,关注学生的

复习课体验也是教学实践的重点,把学生带入我们

的社会,从生活中选取素材,实现物理课堂到社会;

再带领学生们解决客观情境问题,运用学科知识实

实在在地去分析所观所感的现象,真正体会到物理

知识的实用性,实现从社会到物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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