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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度学习是学生主动的、有意义的、自主参与学习的过程,需要教师引导以及对教学内容及学生学习

过程与方式的精心设计.本文提出指向深度学习的教学设计需要重视“注重主动建构、促进批判理解、追求关联整

合、强调反思评价、着意迁移应用”的情境创设,并结合实践作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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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提出:

“高中物理课程致力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创设学生

积极参与、乐于探究、善于实验、勤于思考的学习情

境.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理解物理学的

本质,整体认识自然界,形成科学思维习惯,增强科

学探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逐步形成科学

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如何落

实到位? 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们在教学

实践中基于情境创设提出若干促进深度学习的教学

设计策略,与同仁们共同探讨.

2 情境与深度学习的内涵

学习是一种人类认知的经验活动过程,学习者

必然把自己纳入特定的学习环境中,并和他们所处

的环境进行自主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情境认知理论

认为,学习的终极目标是要将自己置于知识产生的

特定情境中,通过积极参与具体情境中的社会实践

来获取知识、建构意义并解决问题[1].深度学习是指

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习者能够批判地学习新思想和

事实并将它们融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中,同时能够将

已有的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做出决策和解决问

题的学习[2].深度学习不仅要求学习者懂得概念、原

理、技能等结构化的浅层知识,还要求学习者理解掌

握复杂概念、情境问题等非结构化知识,最终形成结

构化与非结构化的认知结构体系,并灵活地运用到

各种具体情境中来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深度学习是

基于情境的一种学习方式.

3 促进深度学习的高中物理情境教学设计

“如何在教学中创设课堂情境促进深度学习”

需要探究深度学习的情境意蕴以及其发生的情境机

制.我们认为,具体教学中教师应该重视“注重主动

建构、促进批判理解、追求关联整合、强调反思评价、

着意迁移应用”的情境设计,以此达成深度学习的

发生、持续和深化的目的,如图1所示.

图1 深度学习的情境设计

3.1 基于已有经验创设前概念外化的故事情境

促进主动建构

生活经验是学生知识学习的重要资源,是学生

—54—

2024年第3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深度理解知识、建构深度学习的重要材料与支撑.教

师需要将抽象的物理知识转化成有教学意图的物理

情境来建立学生已有生活经验与教学、学习活动之

间的联结,让学生带着自身的生活经验与生活履历

主动参与建构与意义的生成.
例如在重心概念的课前引入时,教师可以创设

学生熟悉的“猪八戒踩西瓜皮摔跤”故事情境并要

求给出物理解释;回答:失去重心;追问:“重心为什

么可以失去? 既可失应可得? 重心可以移出体外

吗? 重心是唯一的吗? 重心是最重的点吗? 重心位

置如何确定? ”通过设置问题链促使学生通过经验

调取将已有理解卷入到学习活动中来,帮助学生暴

露、比较、认识关于“重心”的前概念,引导学生通过

与情境、与他人、与自己的多维对话来调取、分析和

反思概念,促使学生深度参与学习,实现概念的意义

重构.

3.2 基于已学知识创设引发冲突、干扰的问题情

境 促进批判理解

深度学习是在理解基础上的批判性学习,要求

学生批判性地看待新知识并深入思考,从而加深对

深层知识和复杂概念的理解.教师要基于学生的已

知内容和学习环境进行综合考虑,创设能引发冲突、

制造悬念的问题情境让学生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

引起学习兴趣,产生质疑、批判、对话.
例如在学生初步认识到“匀质规则物体重心在

其几何中心”这一特点后,教师可以通过“表演科学

魔术”和“勘察事故真相”让学生重新经历“冲突和

干扰”,对已有认知产生不满,进而批判理解.
科学魔术表演质疑:如图2(a)、(b)、(c)所示,

依次通过移动管外细小的铷磁铁将金属圆柱体移到

塑料管内中、底、顶3个位置,创设“移出一半刚好翻

倒”“移出大半仍不翻倒”“移出一点立刻翻倒”3种

对比情境,实现学生情绪反应从“理所当然”到“出

乎意料”再到“必有蹊跷”的效果,以此达到需要质

疑修正、概念转变的目的.
勘察事故真相引探:如图3所示,先出示交通事

故的图片情境,制造悬念、引发批判的对话讨论勘察

事故真相,引导学生聚焦探究主题“质量分布不均匀

的物体,重心的位置跟物体内质量的分布有关”.

图2 科学魔术表演示意图

图3 交通事故图片

3.3 基于正向强化创设完善概念图式的比较情境

促进关联整合

深度学习追求关联整合.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已

有认知水平创设丰富和完善概念图式的比较情境,

设计多维对话引导学生进行理解性学习,促进学生

对问题的分类完成从表面相似到本质相同的提升.
例如在“交变电流产生”的复习教学中,通过互

动、磋商、讨论,创设“由特殊向一般”“从理论到实

际”的情境链,如图4所示.首先引导学生从“切割角

度”聚焦“磁感应强度分布、轨道形状、切割速度”的

正弦变化.其次引导学生从“Φ变化”角度讨论“面积

不变、磁感应强度按正弦规律变化”和“磁感应强度

不变、面积按正弦规律变化”两种情况.最后经历

“鉴别评判”体验“磁场、导轨形状、运动”正弦变化

实现的困难和可能性,得到具有实际价值的交流发

电机模型,促进学生“关联结构水平”的知识结构内

容得到整理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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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交变电流产生”的概念图式

3.4 基于具身体验创设指向高阶思维的数据情境

促进反思评价

深度学习强调反思和评价.教师可以在教学过

程中适时创设引发“质疑、阐释、分析、判断、评价、反
思、论证”等高阶思维的物理情境,引导学生通过价

值评判对学习任务进行及时和持续的反思评价,促

进学生深入理解学习内容和改进学习策略,培养学

生元认知能力和思维品质的发展.
例如借助蹦极运动探究动量定理规律时,先猜

想假设Ft=Δp、再物理建模用“小球和弹性绳”下落

过程模拟,选取 “自由落体结束到最低点”过程加以

实验验证.实验数据如图5所示.

图5 实验数据

  在分析实验数据环节中,先隐藏框3、4,引导学

生分析对比框1和框2数据时发现相差甚远,产生

质疑∑FΔt≠Δp.设计对话引导学生省察评价:框

2的15组数据取值接近,集体出错可能性不大,注意

到框2数值几乎是框1的两倍,反思实验设计是否

存在缺陷,发现遗漏了对重力的分析.通过生生对质

协商修正:数据表格追加框3,比较框1、框2和框3
数据,发现框2减去框3数值上约等于框1,数据表

格追加框4,对比框1和框4数据得出结论.通过评

价追问“框2和框3相减的物理意义”引出动量定理

需要遵循矢量运算法则.最终维稳自洽:若向下为正

方向,则有

∑mgΔt-∑FΔt=0-mv

若向上为正方向,则有

∑FΔt-∑mgΔt=0-(-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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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总结得出结论:合外力冲量等于动量变化量

I合 =Δp
3.5 基于问题驱动创设导致拓展创新的任务情境

促进迁移应用

深度学习着意迁移应用.教师需要建立有利于

知识迁移和运用的任务情境,通过问题驱动让学生

内化的知识外显化和操作化,并引导学生创造性地

在情境链中对问题进行归纳和演绎.
例如在新课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在理解“接触面

间有弹力是产生摩擦力的条件”的基础上掌握受力

分析的常规顺序,可以创设情境任务,如图6(a)、
(b)、(c)所示.先创设能诱发认知冲突的静态情境

图6(a),通过对话讨论、受力分析后证伪;再创设迁

移情境图6(b)“汤姆克鲁斯攀爬玻璃墙”对比体验,

提问实际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应用,最后创设应用

情境图6(c)探究“自动擦玻璃机器人”吸附奥秘的

任务,并引导学生制作模拟装置,从而达到将所学知

识与情境建立联系并实现迁移应用的目的.在单元

复习教学中为了进一步突出“弹力和摩擦力方向相

互垂直”的关系可以再创任务,如图7(a)、(b)、(c)

所示.先创设能引起学生强烈探究兴趣的“小儿徒手

爬立体墙”新闻情境图7(a),组织和引导师生、生生

的多维对话对典型错误受力图进行批判、改进、完善

直至形成共识;在对比总结“内凹、外凸直角墙面”

受力特点后,迁移解决更为复杂的“爬凵形墙柱”问

题图7(b),最后提出更为复杂和实际的电工攀爬

“圆柱形电线杆”的受力问题图7(c),布置学生探究

“脚扣式登杆器”原理的研究性作业,最终促使学生

丰富和拓展认知结构、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图6 新课教学中创设情境任务

图7 复习教学中再创情境任务

4 结束语

深度学习是基于情境的学习方式,基于学生实

际创设,促进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设计.要着眼于情

境的“真实性”“建构性”“批判性”“整合性”“迁移

性”,最终促进深度学习的发生、持续和深化,只有这

样才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真正贯彻落实好课程

标准提出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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