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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情境化教学模式在中学各学科中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情境教学”的理论体系及操作体系也在

具体课堂实践中逐步得到建立与完善.以情境驱动学习的课堂教学模式能够增加学生主动参与探究的积极性,提高

教师课堂教学效率.情境作为情境化教学的要素之一,其质量的优劣将会影响情境化教学质量.本文就采取合适的

情境评价模式,对课堂情境化程度进行评价并展开讨论,同时以具体的教学设计为例为教师改进课堂情境化质量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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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8日,教育部等六部委共同联合印

发《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鼓励教师改进和创新

教育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以

改善学校办学质量.同年7月,教育部发布“双减”政
策掀起一股热潮,其中课堂的提质增效是减负的关

键点.经青岛大学路小学的探索,发现了3个质量与

效率兼备的举措.其中一个就是利用兴趣发展学生

智慧.即寻找搭建真实生活情境与教学问题之间的

桥梁,使情境可以充分发挥“敲门砖”的作用,激发

学生主动探究的兴趣[1].情境化教学逐渐成为一种

趋势,那么如何评价教师课堂教学的情境化程度

呢? 本文采用课堂情境的量化结果即“情境系数”

来直观地评价课堂教学的情境化质量.

1 情境化教学模式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初二的学生

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向形式运算阶段的过渡期,这
个阶段的儿童抽象逻辑思维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

是需要具体事物的支持.教师需要借助一定手段方

法帮助学生理解抽象概念.而情境化教学法是指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一定情绪色

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

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并使

学生的认知水平、智力状况、情感状态等得到优化与

发展的教学方法[2],此种方法非常适合学生去理解

一些抽象知识.
情境化教学法包括生活情境、故事情境、问题情

境等,本文结合物理学史采用问题情境的教学方法

设计教学过程,并设置情境系数进行评价.

2 教学评价

课堂教学评价能够促进课堂教学改革,鉴定学

生的学习结果和学习效率,鉴定教师教学的结果和

效率,做出教学质量和水平的判断.也可以作为教师

课后改进教学的依据,是教学活动必不可少的一个

环节.但是传统的“以教评教”不能体现学生的主体

地位,“以学评教”体系庞大,参考的因素较多,评价

结果也有些复杂,不适合对每节课进行情境化程度

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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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境系数

3.1 想法来源

以“情境系数”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情

境系数通常用来评价试题情境质量,以“优质情境化

试题=情境化形式+内容上考查学生综合能力”为

思路,将情境化试题质量进行量化,最终得到整张试

卷的情境系数,来判断整张试卷的情境化质量[3].一

张试卷由多道题目组成,而一堂情境化教学课程也

是由多个情境化环节组成,由此将“情境系数”的思

路迁移到情境化课堂评价,将评价形式进行量化,对

情境化课堂进行更为直观地评价.
每个课堂情境教学环节的评价标准需要结合义

务教育课程标准进行设定,同时还要结合课堂实际,

将学生的参与度、反应融入量化标准,既体现以学生

为主体,又可以得到具体数值,从而更直观地对课堂

情境化教学进行评价.在2022年版义务教育物理课

程标准中,规定义务教育课程内容由“物质”“运动与

相互作用”“能量”“实验探究”“跨学科实践”5个一

级主题构成.其中“实验探究”部分为学生必做实

验,“跨学科实践”则对学生课后亲身实践提出了一

定要求[4].实验、实践本身作为一种情境,相比较于

侧重概念建立类的课堂,在情境程度上会占优势.所

以在引入课堂情境化程度时,我们将前3类主题课

堂和后两类主题课堂分开比较,它们之间不做比较.

3.2 情境系数框架构建

我们首先根据是否在课堂上进行实验,将一节

课程拆分为实验教学环节A和非实验教学环节B.
查阅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课标要求在进行

课堂评价时不仅要注意学生通过过程与方法的学习

获得了什么,更应该关注学生参加了哪些活动、投入

的程度如何、在活动中有什么表现和进步等情况[4].
这些评价要点将作为我们划分层级标准参考.分层

标准如表1所示[3].
表1 课堂情境系数评价框架

层级 实验环节情境程度A 非实验环节情境程度B

0
 无探究意图,仅回答是否、有无等选择性

问题
 无实际处境,仅理论、数据、图标、模型叙述

1  有探究意图,描述实验现象、前人研究结果
 有实际处境,描述简单现象,较低学生参

与度

2  有探究意图,经历操作过程
 有实际处境,解释物理原理,较高学生参

与度

3
 有探究意图,经历操作过程,有设计、推测、
反思等应用与解释过程

 有实际处境,蕴含物理原理,有设计、推测、
反思等应用与解释过程

  后两类主题课堂可以有非实验情境,前3类主

题课堂也可以有部分实验情境.所以,下面提到的课

堂情境系数框架适合所有课堂.

3.3 计算方法

情境系数包含类型和层级两个方面,类型用A
或B表示,层级用i表示.首先根据是否进行实验判

断情境类型,然后参照表1对每个设置的情境进行

打分,打分结果即为情境的层级数字i.整个课堂的

情境系数用α表示,计算公式为α=
∑
N

n=1
αi

3N .其中N为

整节课问题情境总量,αi为Ai或者Bi,3为每节课堂

的情境层级最大值,α值范围为[0,1].α取值越大说

明课堂整体情境水平越高[3].需要注意的是大情境

下的小情境不需要拆开评分,以免造成情境割裂.这

样也可以减少评价工作量.

4 同课异构案例情境分析比较

上海师范大学陈淋在她的硕士毕业论文中针对

初二物理进行了情境化教学设计及实践研究,在这

篇学位论文中作者从学习物理的兴趣、物理情境化

习题态度、解决物理情境化习题水平、解决物理习题

水平等几个方面采取问卷调查或试卷测试的形式对

情境实验班和常规对照班的教学效果进行了比较研

究,发现情境化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学生学习物理的

兴趣、对物理情境化习题的态度、整体上解决物理情

境化习题的水平相比于对照班都有显著提升[5].
下面我们采用情境系数对其中一篇“凸透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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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规律的应用”教学情境化的程度进行判定说明, 如表2所示.
表2 同课异构情境系数的判定

情境实验班 常规对照班

  【设置悬念】将简易照相机展示给学生们,照相机的镜头是

一个凸透镜,请学生们猜想照相机的“胶片”上会成怎样的像?
【学生参与实验】

1.请学生甲用简易照相机给学生乙拍照,并描述他看到的

学生乙的像是怎样的? 请学生甲调整镜头与学生乙的距离,再
次描述他看到的像是怎么样的?

得出照相机成像特点:u>2f,f<v<2f,成倒立缩小的

实像和“物近像远像变大,物远像近像变小”的结论.
情境分析:有学生参与实验,属于实验环节情境,有实际处

境,有探究意图,经历操作过程,无设计等环节.我们将这个情

境的情境系数评价为α1 =A1 =2.
【创设实验1】
我们教室里的幻灯机固定在某一个位置,将照片插入幻灯

机后,在屏幕上投出了一个放大的像,幻灯机的原理是怎么样

的呢? 请你们利用简易照相机的器材和一个发光的笑脸来尝

试做一个幻灯机,并说明原理.
【学生实验1】
学生将照相机中的“胶片”换成发光的笑脸,调整透镜与发

光笑脸的距离,直至墙上出现一个放大的笑脸为止,并且此时

发现这个放大的笑脸是倒立放大的实像,如果要在墙上投出一

个正立的放大的笑脸则需要将笑脸倒着插入原胶片位置,由此

得出幻灯机成像特点.
情境分析:有学生参与实验,属于实验环节情境,有实际处

境,有探究意图,经历操作过程,有设计、推测、反思等应用与解

释过程.我们将这个情境的情境系数评价为α2 =A2 =3.
【创设实验2】
除了我们教室里的幻灯机投影仪成放大的像,你们通常用

什么来看远处的风景(望远镜),望远镜似乎将远处的景物移到

了我们眼前,为什么会这样呢? 请你们利用简易照相机上的镜

头和另一个凸透镜制作一个望远镜,并尝试通过作图的方式解

释一下这种望远镜的成像原理.
【学生实验2】
以焦距较小的凸透镜为目镜,焦距较大的透镜为物镜,通

过不断移动两个透镜的位置,可以看到远处的景物,并且景物

是倒立的,从而制作成了一个望远镜,并通过作图画出了成像

原理.
情境分析:有学生参与实验,属于实验环节情境,有实际处

境,有探究意图,经历操作过程,有设计、推测、反思等应用与解

释过程.我们将这个情境的情境系数评价为α3 =A3 =3.
【课堂知识总结】对课上案例进行知识点回顾总结.

整个课堂设计的情境系数:α=
∑
N

n=1
αi

3N =2+3+3
9 =0.89,

情境化程度较高

  【复习知识】凸透镜成像的规律是怎么

样的?
情境分析:单纯的复习知识引入,属于

非实验环节情境,无实际处境,仅理论、数
据、图标、模型叙述.我们将这个情境的情境

系数评价为α1 =B1 =0.
【规律应用】
照相机成像特点:u>2f,f<v<2f,

成倒立缩小的实像.加以图片展示,解释调

节镜头与胶片之间的距离,即调节像距v.
情境分析:非实验环节,有实际处境,解

释物理原理但无设计等其他环节.我们将这

个情境的情境系数评价为α2 =B2 =2.
眼睛成像特点:u>2f,f<v<2f,成

倒立缩小的实像.加以图片展示,提醒学生

注意眼球深度确定,即像距确定.
情境分析:非实验环节,有实际处境,解

释物理原理但无设计等其他环节.我们将这

个情境的情境系数评价为α3 =B3 =2.
幻灯机成像特点:f>u>2f,v>2f,

幻灯片上的物经幻灯机镜头成倒立、放大的

实像.加以图片展示说明.
情境分析:非实验环节,有实际处境,解

释物理原理但无设计等其他环节.我们将这

个情境的情境系数评价为α4 =B4 =2.
放大镜成像原理:u<f,v>u,成正立

放大虚像.
情境分析:非实验环节,无实际处境.我

们将这个情境的情境系数评价为α5=B5=0.
【课堂小结】知识点总结

【随堂练习】题目练习巩固

整个课堂设计的情境系数

α=
∑
N

n=1
αi

3N =0+2+2+2+0
15 =0.40

情境化程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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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2数据可以看出,经过陈淋精心设计的情

境化课堂情境程度远高于常规按部就班的教学课

堂.这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本文的观点即情境系数

高的课堂相比于对照班课堂教学质量更好,且量化

的课堂情境质量结果使得课堂评价更为方便直观,

对教师创设高质量情境化课堂也有一定的借鉴和指

导价值.

5 结束语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初步开发了中学物理教学情

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评价体系对情境教学课堂进

行量化评价,并将精心设计的情境教学课堂与常规

教学课堂进行比较.评价促进反思,与精心设计的情

境课堂相比,量化结果反应了常规教学课堂存在情

境素材的有效性不够、情境内容的关联性不强以及

情境问题的探究性不深的问题,教师在进行情境课

堂设计时应重点关注.
情境化教学将情境融入教学实践,不仅充实了

物理课堂教学内容,而且有助于优化物理课程,有助

于学生进行高质量的科学探究,促进学生个性和知

识的发展.量化的情境化评价指标则让教学评价变

得更为直观,方便教师准确把握情境化教学要点.而

量化的评价结果便于教师使用现代化的工具进行数

据统计与处理,便于教师对自己的情境化课堂进行

改进,不断提高情境化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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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theQualityofClassroomTeaching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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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present,thesituationalteachingmodehasmadegreatprogressinallsubjectsofmiddleschool.

Thetheoreticalsystemandoperationalsystemof“situationalteaching”havealsobeengraduallyestablishedand

improvedinconcretepractice.Theclassroomteaching modeofcontext-drivenlearningcanstimulatestudents′

interestinactivelyparticipatingininquiryandimprovetheefficiencyofclassroomteaching.Contextisoneofthe

elementsofsituationalteachinganditsqualitywillaffectthequalityofsituationalteaching.Thispaperdiscusses

howtoevaluatethedegreeofclassroomcontextualizationbyadoptingappropriatesituationevaluationmode,and

providesreferenceforteacherstoimprovethequalityofclassroomcontextualizationbytakingspecificteaching

designasanexample.

Keywords:situationalteaching;contextcoefficient;teachingevaluation;theteaching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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