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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光的直线传播”为例进行教学探索,课程设计以问题为驱动,以探究为主线,基于真实或创设情境.
教师以具体任务作为知识载体,将新知识巧妙地设计在一个完整的情境任务链中,组织学生进行深度学习活动.学

生经历问题引入、自主探究、拓展应用的活动过程.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探究精神,唤醒学生的深

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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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概念内涵解读

1.1 任务驱动教学

任务驱动教学是通过教师设计一个或几个与学

生实际生活相联系并包涵所学知识的任务,让学生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习知识和发展能力[1].整个

教学过程围绕着任务的完成进行,在任务的完成中

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并且实现对知识的主动建构

和能力的发展.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强调学生主动思

考、主动探究的过程.因此,任务驱动教学中教师要

设计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联系的情境,在情境中促进

学生对知识的重组和建构,真正地内化和吸收知识.
在任务驱动教学中,学生通过完成任务的形式实现

知识的主动建构,能够体会到学习本位的主体意识;

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任务的趣味度、问题的层

次性、成功的体验感能够激发其学习主观能动性,调

动学习积极性.

1.2 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是以理解为基础的学习活动,是学生

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解释、举例、分析、总结、表达、

解决不同情境中的问题,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

建构性活动,实现对新知的理解[2].所以,教师在设

计教学时,要尽可能创设真实的、学生熟悉的情境,

由情境引发思考,学生自主提出问题;在问题解决的

过程中,激发学生深度思考;通过交流、表达、质疑,

提升学生的沟通能力,培养批判思考习惯;在问题解

决的同时,理解知识的内涵与外延,达到深度学习的

效果.

2 任务驱动下深度学习的课堂实践

2.1 创设情境 启迪学生思维教学片段

情景1:用什么给迪迦光.
师:同学们,你们看过奥特曼吗? 那你们知道奥

特曼是什么变成的?

生:光.
师:我们知道失去光,奥特曼就会失去力量.今

天就让我们利用光的有关知识,营救陷入黑暗的迪

迦奥特曼.请同学们观看视频,找找视频中,我们用

了什么给迪迦光.
播放视频,视频内容:人们用手电、电灯、车灯、

荧光棒给迪迦光.
师:哪位同学愿意分享一下?

生:电灯、手电、车灯、荧光棒、探照灯 ……

师:我们把能够发光的物体叫做光源.刚才同学

们回答的这些,可分类为人造光源.科技改变生活,

人造光源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除了人

造光源,我们身边还有许许多多的自然光源,哪位同

学愿意分享你所知道的自然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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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请问同学们,月亮和闪闪发光的钻石是光

源吗?

学生回答一:是(师:回顾光源的定义,能够发光

的物体才叫做光源,月亮和闪闪发光的钻石发光

吗? 所以它们不是光源).
学生回答二:不是(师:非常好,看来同学们都良

好掌握了光源的定义).
情景2:怎么给迪迦光.
师:我们知道了迪迦需要的是光源,那怎么把光

源的光送给迪迦呢? 也就是光如何传播到迪迦身上

呢? 我们类比声音传播的知识,来学习一下光传播.
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声音不能在真空中传播,那光

能在真空中传播吗?

生:太阳光经过真空地带照射到地球上,这说明

光能在真空中传播,光的传播不需要介质.
师:声音可以在一切介质中传播,光呢? 光能在

空气中传播吗? 能在水中传播吗? 能透过玻璃传播

吗? 能透过墙传播吗?

学生根据提问齐答或个别举手回答,共同总结

出光能在透明介质中传播.
师: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战斗机的光沿着一条

直直的光路传播给迪迦,老师也有一个光源 ——— 激

光笔(打开激光笔,将激光射向黑板).我们能看到激

光笔亮了,黑板上有光,但光是以什么路径到达黑板

的呢? 我们借助这根棉线来找找.同学们看到了什

么? 可以发现,有红点的地方,就是有光经过.进一

步寻找,沿着光路放置棉线,观察,这又说明了

什么?

生:光路是直的.
师:这条棉线所在的位置,就是光经过的路径.

我们可以用一条直线表示激光的传播路径.那光的

传播方向如何表示呢? 我们可以在直线上加上箭

头,表示光是从激光笔传播到黑板上的.总结一下,

为了表示光的传播情况,我们通常用一条带箭头的

直线表示光的径迹和方向,这样的直线叫光线.用理

想化图形来模拟光线,这种研究方法叫做模型法.光

线不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为了形象地描述光的传播,

而引入的理想模型.常见的光的理想模型有平行光、

会聚光和发散光.
师:无论是视频中看到的光路,还是老师用棉线

展示的光路,都是一条直直的线,这说明光在空气中

沿直线传播.
情景3:光多久送达迪迦.
师:回想视频,光好像一瞬间就传到了迪迦身

上.那光的传播需要时间吗? 光有速度吗? 光速是

多少呢? 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说到的光年,那又是

什么单位呢? 请同学们带着问题,认真观看光速微

视频,从中寻找答案.
播放视频,视频内容:光速的研究历史,光速宇

宙级模拟.
结束后抽查学生回答.
师:我们知道声音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不

同,那光呢? 我们已经知道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

是3×108m/s,请同学们在教材对应章节内容中寻

找光在空气、水、玻璃中的传播速度.同学们找到了

吗? 我们一起来回答.
师:同学们的预习做得很棒,具有主动学习的精

神.上帝在给予我们智慧的时候,总是先给我们问

题.当我们通过书本或其他途径主动探究并解决问

题的时候,便获得了智慧.

2.2 自主探究 发展学生思维教学片段

学生活动1:认识光源.知晓方法———用光源给

迪迦光.
(1)通过观看视频短片,找出向迪迦提供光的

物体(电灯、手电、车灯、荧光棒等).
(2)通过教师教学了解光源的概念和分类.回

答教师提问,了解光源分类.
(3)思考月亮和闪闪发亮的钻石是否为光源,

进一步加深对光源概念的理解.
学生活动2:探究光沿直线传播.学用结合 ———

怎么送光给迪迦.
(1)类比迁移声音传播的知识了解光能在真空

中传播,光能在透明介质中传播.
(2)从图片展示和现场教学对比,产生猜想,光

以什么路径传到黑板? 通过教师演示实验认识光

线,并由视频中看到的光路和教师用棉线展示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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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总结归纳得出光在空气中沿直线传播.
(3)知识迁移,活学活用,设计方案———把光给

迪迦,准确画出光线示意图.
(4)延展思维,在教师演示实验总结归纳得出

光在空气中沿直线传播,自主探究光在水中、透明

固体中的 传 播 现 象,总 结 得 出 光 沿 直 线 传 播 的

概念.
(5)通过教师引导产生猜想并观察演示实验,

产生对光沿直线传播概念的质疑;通过实验获取信

息并处理分析,基于实验现象得出光在同种均匀介

质中沿直线传播.
学生活动3:了解光速.预设结果———光多久送

达迪迦.
(1)在教师引导下引发猜想,产生对光速的了

解兴趣和学习欲望.
(2)认真阅读学案上的内容.
(3)仔细观看光速微课视频,回归教材内容,结

合预习成果,完成学案.

2.3 拓展应用 实现思维升级教学片段

拓展活动1:请问月亮、闪闪发亮的钻石是光源

吗? 能够给迪迦提供光吗?

学生思考月亮和闪闪发亮的钻石是否为光源,

进一步加深对光源概念的理解.
拓展活动2:请你设计一套方案———作图,怎么

用手电送光给迪迦?

学生知识迁移,学用结合,能够准确画出光线示

意图.
拓展活动3:夜晚人经过路灯,影子长度如何

变化?

学生思维延展提高,基于光沿直线传播的概念,

能够解释影子的长度变化.
拓展活动4:请带着问题观看光下面两个光速

微课视频.
(1)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是多少?

(2)光年是长度单位还是时间单位?

学生观看光速微课视频,从教材中寻找光在其

他介质中的速度,完成学案对应题目,学会主动学

习、主动解决问题.

3 教学实践反思与展望

3.1 任务驱动 要引发学生深层次思考

任务是引发学生思维活动的源泉,在不断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思维

能力得到培养和发展.将知识任务化、任务情境化,

把教学任务置于真实生活情境之中,设置认知复杂

性层次不同的任务链,尤其要重视那些涉及评价创

造和迁移应用等深度思维活动的问题,以此引发学

生深层次思考,实现深度学习.

3.2 实验探究 要注重分析论证环节

在探究过程中,获得证据的基础上将探究结果

与自己原有的知识联系起来,运用分析、综合、归纳、

演绎等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对科学数据和科学现象

进行分析推理,找到事件的因果关系,得出结论,从

而构建新的知识体系.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掌握科

学概念与规律,需要有一个同伴之间相互交流、充分

论证、充分展示自己思维的过程,而分析论证恰恰是

思维深度加工、构建反思的关键环节[3].这需要教师

教给学生一些分析论证的思路与方法,给学生一个

思维的支撑点,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维进行分析论

证,体验从实验数据或现象中探寻知识、发展深度

学习.

3.3 深度学习 要重视过程启发与引导

本节课不管是基于物理核心素养的评价还是学

生的表现性评价,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深度学习是

落实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而素养是在个体与各种

真实情境持续的社会性互动中,在不断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形成的.作为一线教师,要转变观念角色,在

教学设计、实施教学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学生建构

意义的促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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