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真实情境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初中物理专题复习初探 

——以“初中物理液体压强和浮力”专题复习为例 

摘要：利用贴近学生经验的真实情境，引导学生将物理知识和实际问题建立联系，通过

模型建构、科学论证和科学推理，最终解释现象和解决简单实际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培

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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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来源 

义务教育阶段物理新课标中，“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这项课程理念没有

发生改变，依然被保留了下来，足见其在我们的物理教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希望

我们的物理教学能够贴近学生生活，以具体事实、鲜活案例、生活经验和基本概念等引导学

生进行理性思考。 

科学思维是从物理学视角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律及相互关系的认识方式；是

建构物理模型的抽象概括过程；是分析综合、推理论证等方法在科学领域的具体运用；是基

于事实证据和科学推理对不同信息、观点和结论进行质疑和批判，予以检验和修正，进而提

出创造性见解的品格与能力。科学思维主要包括模型建构、科学推理、科学论证、质疑创新

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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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希望通过我们的教学，能够让学生学会用所学模型分析常见的物理问题；能对相

关问题和信息进行分析并得到结论，具有初步的科学推理能力；有利用证据对所研究的问题

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意识，能使用简单和直接的证据表达自己的观点，具有初步的科学论证能

力。总之，是让学生能够将所学物理知识与真实情境联系起来，能从物理学视角观察周围事

物，解释有关现象，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初步形成物理观念。初三的学生，他们的抽象思

维能力已经发展到接近高一的学生了，具有一定的建模能力，可以让他们尝试通过建立物理

模型以及其他科学学思维方法来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进而使他们的科学思维得到培养。 

去年暑假郑州的那场暴雨，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网上的新闻报道和关于这场暴

雨的视频有很多。笔者当时就有看到下水道倒灌的视频，有车子被困在马路上的视频，有教

大家被困在车里或者是遇到洪水时该怎么进行自救的视频，觉得这些信息跟初三物理液体

内部压强和浮力的知识内容关系非常密切，想着要是能把这些素材用到我们的课堂上就好

了，不仅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物理知识，又有一定的安全教育意义，增强他们暴雨天里的安全

防范意识。 

基于以上几点的思考，笔者构思了一个暴雨天的大情境，然后把将几个暴雨天可能会出



现的小情境串了起来，就有了这样一节课。 

二、教学设计思路和分析 

    1.通过解释下水道倒灌现象培养学生建构模型、科学论证的思维能力 

通过播放视频提供给学生暴雨导致下水道倒灌的真实情境，并展示城市马路下水道的

结构图。引导学生将实际问题与所学知识建立联系，经历简单的建模过程，从下水道结构图

中抽象出连通器模型，本来这里只是想让学生用连通器原理解释这个现象，但是总感觉思维

的难度不够，并且有些学生可能对连通器原理的本质已经有所遗忘，应该让学生从最本质的

原因去分析和解释，即从液体内部压强和压力的角度去解释。然后想办法引导学生，用所学

的液体内部压强和压力并结合运动和力的关系这些知识去解释前面视频中的现象，学生进

一步通过建模（建立小液片模型）、利用所学的液体内部压强和压力的知识进行分析和论证，

进一步来解释现象（即解释连通器原理），如图 1 所示，从而进一步“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目的是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建模和科学论证的思维能力。 

2.通过分析汽车被水淹没后如何逃生培养学生科学论证的思维能力 

分析完下水道倒灌的原因之后，通过图片展示提供给学生下水道倒灌加上暴雨等原因

可能会导致的另一种情境，即低洼处路段的汽车可能会被水淹没。引导学生通过分析、论

证，解释水深时车门打不开的原因，并让学生讨论逃出车门的方法，很多学生会说砸窗、

打开车窗或开天窗的方法，说明他们也是有着一定的逃生常识的。当然，也会有同学想到

让车子里进水的方法，这个时候再让他们通过简单的受力分析（画出车门受到的和研究问

题有关的力的示意图，即水的压力和人的推力），边画图边用所学的知识进行分析和论证，

来解释这种方法可行的原因，如图 2 所示。分析完以后，再通过播放视频增加这种方法的

可行性，并帮助学生获得理论分析得到证明后的成就感。 

 

 

 

 

图 1 解释下水道倒灌现象 

图 2 分析汽车被水淹没后如何逃生 



3.通过讨论水深时如何自救培养学生建构模型、科学推理和科学论证的思维能力 

讨论好从车子里逃出来的方法之后，又提供给学生逃出车门后可能会面临的第三种情

境，即水太深的情况下如何安全等待救援的问题。引导学生提供策略帮助受困人员利用身边

的物品保持漂浮状态。让学生自主思考，如何突出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通过建立物理

模型来设计合理的估算方法，然后通过科学推理和演绎，最终估算出让人处于漂浮状态并使

头部露出水面所需瓶子的总体积。最初是把整个问题进行切片，一步步引导学生进行估算的，

即“如何确定研究对象”、“怎样进行受力分析”、“需要知道哪些物理量”、“如何计算”。后

来改成把整个问题直接交给学生，即“如何估算”。因为分析完一个完整的问题更能够体现

学生思维的完整性和灵活性，不然会被老师碎片化的问题牵着走，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发

展和提高。而且完整的问题也能够暴露出一些学生思维上的漏洞，方便我们及时引导。 

课堂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答案，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位同学认为需要

瓶子的总体积为 50 立方分米（人的质量约为 50 千克），很显然他忽略了人浸在水中的部分

身体受的的浮力。这位同学展示了思维上的漏洞，及时引导，也可以让其他跟他想法一样的

同学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思路。第二位同学认为人的密度约为水的密度，不借助其他物体应该

处于悬浮状态，要让他的头部露出水面，需要用体积和头部相同质量可以忽略不计的物体去

补充头部露出水面后少掉的那部分排开水的体积。这位就属于思维比较灵活的同学，这类同

学的思维能力更强，而且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也很好，能够把他的思维过程有理有据完整的呈

现出来，让比较多的人接受。第三位同学的回答和笔者预设的答案相同，先是把人和塑料空

瓶看作一个整体，然后对这一整体进行受分析，如图 3 所示，最后利用二力平衡条件和阿基

米德原理进行计算，这种思路是更多同学所能够接受的，是我们常见的解题思路，也是我之

前想要引导学生把问题切碎、分步呈现小问题的方式。如果没有把问题完整交给学生的话，

就不一定能发现前面两位同学思维上的漏洞以及亮点了。 

学生估算出所需瓶子的总体积为人的头部的体积。人的头部的体积又该怎么估算呢？

继续引导学生建模估算，最终估算出所需瓶子的数量。在这里，之前觉得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图 3 讨论水深时如何自救 



后面的计算过程很简单，计算结果不重要。后来发现，让学生计算出最后的结果也很重要。

可以去跟后面视频中消防员小哥提供的如何把瓶子集中起来制作浮力背心进行比较。如图 3

所示，学生估算的结果是 9 个瓶子，视频中消防员用到的是 8 个瓶子，发现他们的估算结果

和实际需要的瓶子数量非常接近，从而帮助他们获得成就感。笔者认为，学生在解决完一个

情境化的实际问题之后所获得的成就感要比解答出一道非情境化的试题之后所获得的成就

感要大的多。这会让他觉得学习物理是有用的，是有大用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可以用来救命

的，从而提高他们学习物理的积极性。 

综上，本节课主要就是对三个有着一定逻辑关系的真实情境进行分析，引导学生通过分

析、判断、简化、抽象，将所学知识与实际问题建立联系，建构物理模型，把情境化的真实

问题转化为非情境化的物理问题，然后利用所学知识并借助一定的数学工具，去论证、推理

和演绎，最终解释现象和解决问题，如图 4 所示，从而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三、课后感悟 

1.问题链的设计很重要 

    真实情境里的问题链设计比较难，要有一定的指向性，既能够引导学生调用头脑中和问

题相关的物理知识点，又能将他引导到后面的问题中。但是，问题的指向性也不能太明确，

如果太明确了，答案显而易见，没有一点思维难度，那么这样的问题就没有意思了。就像我

前面教学设计思路里提到的那一点，把完整的问题切的太碎，指向性太明确，也是不利于学

生思维能力的发展的。总而言之，问题的设计既要围绕主题，有一定的指向性，但又不能太

明确，要让学生的思维有一定的发挥空间。 

2.倾听学生的回答很重要 

要想设计出更好的问题链，先得认真倾听学生的回答，根据学生的回答来反思老师的提

问是否合适，是否达到想要的效果。根据学生的回答也能发现学生的思维漏洞，及时调整自

己的教学，引导和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问题。另外，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来表达，不要一发

现他的回答有问题就着急引导，让他的问题完全暴露出来，有时候他自己就会发现问题然后

自己去调整，这比老师帮他指出来效果要好得多。 

图 4 解决问题流程图（本图参考教育部考试中心李永处长的培训讲座） 



3.挖掘合适的教学素材很重要 

生活中和物理有关的现象和问题有很多，做一个有心人，积极挖掘合适的素材用到课堂

教学中，让我们的课堂更加生动有趣，让学生更有欲望和兴趣去学习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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