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链”导向下的教学探究 

——以《真空中的库仑定律》为例 

 “问题链”模式是基于“问题驱动”的教学策略，用层层递进的问题驱动，激励寻找终极

答案。全程贯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又发现新问题——再解决新问题„„方法总结”。

“问题链”的思想方法可以帮助教师思考备课，挖掘物理内涵。“问题链”的思想方法在课

堂教学中，通过教师策划、调控、点拨、引导，可以提升学生科学思维。 

一、备课过程中的“问题链” 

课堂的主角应该是学生主体。教师在备课时，需要结合学生的学情出发、结合现阶段教

学的进度。在教材和教学要求框架下的课堂，才是真正有益于学生的有效课堂教学。以《真

空中的库仑定律》为例，我在备课初期认真阅读教材和教学基本要求。这个内容虽然不是第

一次教学，对该节知识内容的了解自认为还算熟悉。可当再次阅读教材时，与核心素养一对

照，又不禁产生了诸多疑问。 

借助“问题链”的模式，回顾自己对这节课的备课过程，曾初步思考的问题如下： 

1. 库仑定律为何要有限定词“真空中的”？ 

2. 为何要引入点电荷这个物理模型？库仑扭秤实验中的两球距离如此近，为何可以看成点

电荷？ 

3. 为何库仑定律只适用于静止的点电荷间？为何要求静止？究竟是哪个对象静止？又是

相对什么静止呢？ 

4. 静电力常数是怎么来的？ 

在问题的驱动下，我通过文献综述，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对物理概念的认知。虽然根据教

学目标和重难点，未必需要在教学中将知识全貌呈现给学生，但在重新构思教学设计时，充

分的学科素养能给教师留有更大的探索空间。 

如果说初步思考解决的是教师在教学知识上的认知。那么再思考解决的是教师希望通过

这节课教会学生什么。借助“问题链”的思想方法，层层递进，便构建出教学设计的雏形。 

1. 库仑为什么会想到去研究带电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与电荷量和距离的关系？ 

2. 库仑为何会想到用扭秤进行探究？这与他所处的研究背景有何关系？当时库仑所处的

时代环境、工作环境、同伴关系是怎样的？ 

3. 得到库仑定律的结论有何意义？ 

4. 科学家们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库仑定律研究的是带电体间的相互作用力。而带电体间的相互作用力实际与很多因素有

关，例如形状、大小、电荷分布、介质、电荷量、距离„„为何库仑定律仅仅研究电荷量、

距离对带电体间的相互作用力的影响？在教学中，需要启发学生：物理问题的研究要先从最

基础最简单的情况入手，故而选择在真空环境中研究带电体间的相互作用力。大小、形状、

电荷分布等虽会影响带电体间的相互作用力，但当两带电体距离较远时，它们对带电体间的

相互作用力的影响就很小。根据探究物理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忽略次要因素为导向。我

们通过建立理想化的物理模型点电荷来便于研究影响带电体间的相互作用力的主要因素。即

研究带电体本身的带电多少和点电荷间的距离对带电体间的相互作用力的影响。这又是一种

非常重要的物理问题的解决方法。 

借助“问题链”的思想方法，问明白自己这一切后，也便确定了课堂目标。围绕目标也

就理清了整节课的重点难点，便可以正式开始教学设计。我们都知道想让学生学会的，和学

生实际学到的未必是一致的。而课堂中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责任，就落在了教师身上。要有

好的教学成效，课堂上教师需要不断地引导学生，对学生的反馈及时回应，而不该是一言到

底，无视课堂的意外生成。“空中课堂”里关于库仑定律的定性和定律实验都有非常理想的



实验视频，但我考虑再三还是想让学生体验观察真实实验。即使静电实验有很大失败概念，

受到很多环境因素影响，但是让学生参与实验探究过程本身就是提升学生思维的过程。“怒

发冲冠”的实验，在老师亲自反复实验后，确保学生安全的情况下，让学生亲身参与，对现

象进行解释。即使细节上不能做到完美，但能给孩子们带来思考。同样静电力与电荷量和距

离关系的定性实验探究，也非轻易所得，需要教师反复尝试小球大小，两者位置距离，才有

成功的可能性。教师创设机会，让学生在实验中学习，也是“问题链”导向下的一种教学方

式。实验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未必一定要有完美的反馈，有点遗憾地输出可能尤为珍贵。老

师在学习中最大的作用就是激疑，但真正引导思考进步的，是学生自己提出的问题。因此现

场演示实验尤为重要。学生在真实实验环境中观察，产生一系列的疑问，又一次次的尝试思

考解决，对科学思维的提升帮助无疑是巨大的。 

二、课堂教学中的“问题链” 

用“问题链”引导课堂，激活学生思维。 

1. 静电力的大小和什么因素有关呢？ 

2. 丝线的偏角大小说明了什么？ 

3.带电体大小形状各异，电荷分布不明，该如何确定带电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距离呢？ 

4.如何测量微小的静电力 

5.如何改变带电体的带电量呢？ 

逻辑清晰有条理的“问题链”，铺设了课堂主体结构，把握了课堂节奏。同时通过问题

的引领，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又发现新问题，再解决新问题„„反复的激励响应

激活了课堂，也激活了学生的思维。 

课堂教学可以挖掘出很多内涵。通过一节课，教师要让学生学到什么？作为一种新知识，

学生没经历或体验教师的思考过程，如何能理解教学设计的用意，学到知识背后的深意。只

有知识学完后的反思，才能不断促进理解。也许这就是螺旋式上升的道理吧。事物间本身就

是关联的，最后复习阶段，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这一知识点，思考得到的内容也是不一

样的。学生是否意识到教师所引导的过程？也许对学生来说知识结果更重要。那上这节课的

目的是想教会学生知识结论吗？学生能真正从这节课中汲取到什么？人根据需要来判断主

要因素和次要因素。也许考试时学生用到最多的是知识结论，但我相信这种更重要的探究过

程，学科素养定会在他们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彰显出价值。学习的过程价值，虽不直观，但

意义深远。 

用“问题链”促教学，教师和学生相得益彰。问题链是种思想方法，基于该模式，还有

很多值得探究的应用。譬如课堂总结，常规教师的归纳，是整节课教师师想交给学生的东西。

但若能从学生自己口中总结出课堂所学，可能收获的远比教师预设的多。彼此间的激疑互动，

不断补充，应该会是一种更佳的学习模式。又或是进一步地开放课堂，可以尝试让学生阅读

课本，提出问题，老师解答。即便提出的问题超越了老师对知识的认识水平，都是可以被允

许的。教学相长，“问题链”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思维火花被激发。没有限制，没有要求，只

有好奇和未知，才能真正让人大胆地思考和前行。“问题链”导向下的教学探究，未完待续， 

我辈将继续驱使着自己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