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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指出，创设情境进行物理课堂教学，对培养

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中的科学思维

主要包括模型建构、科学推理、科学论证、质疑创新等要素。情境教学是在物理

课堂中，教师有目的地创设形象、生动地情景，激发学生积极地情感，引导学生

主动去思考、去探究、去应用地态度体验和行为体验，指导学生将社会和生活中

的实际情景与物理知识联系起来进行提炼加工，寓教学内容于具体形象地情境之

中，进而构成轻松愉快的学生建构知识的环境。本文主要通过教学实践，理论结

合教育经验，探究几个情境教学范式，促进学生物理科学思维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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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创设教学情境，促进学生建模能力

教师通过设计“动”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体验研究方法，让学生在观察实

验和动手实验的过程中，主动去发现、去思考、去联想，促进培养学生的建构模

型能力。

1. 创设问题情境，构建理想模型

在讲“用磁感线描绘磁场”时，实验中先将装有铁屑的磁感线演示板置于水

平桌面上，观察板内铁屑均匀分布。再将演示板放在条形磁铁上，轻轻敲击演示

板，仔细观察板内铁屑的分布情况，发现铁屑分布不再均匀，而是排列出许多条

“细线”。铁屑呈现出这样的分布，正是因为条形磁铁周围的磁场所致。教师提

出问题 1：你能否用光滑的曲线将铁屑的排列画出来？进而引出直观形象地描绘

磁场分布的方法——建立磁感线理想模型。

在进入高中会学习电场，在模拟电场线分布的实验中：未通电（即无电场时）

观察到蓖麻油中的头发屑均匀分布，通电后（即有电场时）观察到蓖麻油中的头

发屑会排列成许多条“细线”。教师提出问题 2：我们能否也用类似磁感线的理



想模型来描述电场吗？进而建立理想模型——电场线，来形象地描绘电场的分布。

通过知识迁移和能力迁移的实验问题情境创设，可以及时直接检验学生对建

立理想模型这一科学探究方法是否理解透彻。鼓励了学生通过科学思维构建新模

型而扼制学生套用错误的模型。

2. 创设活动情境，构建理想模型

讲“动能和重力势能的转化”时，用绳子将一个装有多半桶沙子的小桶固定

到天花板上一点，或者固定到教室门梁上一点。拉动小桶，使其偏离竖直方向，

让学生面对小桶站在外侧，当小桶刚好碰到鼻子时，缓慢释放小桶，小桶会向远

处摆动，到最远点又摆回来，此时学生会自然的向后躲开。老师可亲自示范，小

桶会比较靠近但又碰不到鼻尖，让学生发现其实这实验是有惊无险的，教师提问：

为什么小桶碰不到鼻尖了？想像一下没有空气阻力的情景下，会是什么情况呢？

从而分析动能和重力势能的互相转化情况，建立动能与重力势能守恒的模型。

通过这种富有情感的师生共同观察、体验和感受的实验活动情境，增加了实

验的趣味性，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使学生在生动、有活力的课堂中拓展

思维，进而建立物理模型。

二. 创设教学情境，促进学生推理能力

教师巧用“静”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分析具体材料、实验现象、实验数据，

寻找各个量之间的联系，总结归纳出结论，进而促进学生类比、推理、归纳的科

学推理能力。

1. 创设生活情境，培养学生类比能力

在讲“力的图示”时，请同学解决真实情境任务：一同学用 50N 大小的力

水平向右推箱子，请将这个推力准确地画出来。这项任务是在学生已知力的三要

素时区别力的依据布置的，因此要形象的画出每个力，就要将它们的三要素明确

地表示出来。教师提供建议：可以类比我们前面学过的光线的表示方法。学生给

出了以下几种画力的方法，教师逐一解释每个不妥的地方，最后和学生一起归纳

出力的图示法。



通过解决真实情境入手，学生根据前知识类比推理新问题的解决方法，在探

究新问题的同时，也对前知识进行了巩固，进而对新知识的接受学习达成。

2. 创设实验情境，培养学生外推能力

在讲“牛顿第一定律”这节课时，先组织学生做斜面小车实验，归纳得出摩

擦力越小小车滑行的距离越长。引导学生推理，当理想情况下，水平面绝对光滑

摩擦力为 0时，小车会如何运动？学生可以自然的外推得出：水平方向不受外力

时，物体将做匀速直线运动。让学生感悟合理外推的科学方法。然后，再通过演

示伽利略斜面实验加深学生对这一方法的理解和运用。实验中，分别在第二个斜

面上铺上毛巾、纸巾改变粗糙程度，演示实验结果：在同一斜面同一高度下落的

小球，摩擦力越小，到达第二个斜面的位置越高。进而再一次推理，得到结论：

摩擦力为 0时，小球可以达到与下落位置相同的高度。

学生经历斜面小车的实验活动，学习、理解合理外推的科学方法，通过伽利

略斜面实验的演示实验，巩固、运用合理外推这种方法，进而达成本节课的技能

目标。

3. 创设证据情境，培养学生归纳能力

在讲“不透光的物体颜色”成因时，学生通过实验情境归纳得出结论。教师



播放实验视频，在暗室中放置白、红、绿、蓝、黑 5 个小球，分别用白光、红光、

绿光、蓝光去照它们，并在表格中记录 5 只小球在不同色光下呈现的颜色。学生

可以通过实验结果得到：红色小球在红光时呈现红色，绿光和蓝光时呈现黑色；

绿色小球在绿光时呈现绿色，红光和蓝光时呈现黑色；蓝色小球在蓝光时呈现蓝

色，红色和绿色光时呈现黑色。进而归纳：不透光的物体只能反射与它颜色相同

的光，吸收其他色光。由此得出结论：不透光的物体颜色取决于它反射光的颜色。

再让学生利用已得结论解释：为何白球在不同色光照射时会显示不同颜色，黑球

一直是黑色。

通过学生对表格中实验结果的分析处理，帮助学生归纳总结得出结论，提高

科学思维。

球色

色光
白 红 绿 蓝 黑

红 红 红 黑 黑 黑

绿 绿 黑 绿 黑 黑

蓝 蓝 黑 黑 蓝 黑

4. 创设数学情境，培养学生演绎能力

在讲“液体内部压强大小”时，知道了液体压强的产生是由于液体自身的重

力以后，在密度为ρ的液体中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液面下 h 深的位置处有一个面

积 S 的水平液面，该液面上方则是一个体积为 sh的液柱，由此，让学生根据学

过的压强计算公式 P=F
S
自行推导，得到液体内部压强公式 P = ρgh。

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的情境，让学生从基本公式向另一公式推导的演绎推理过

程，学会演绎推理这一方法。

三. 设计递进式情境，促进学生思辨能力

教师设计递进式情境，引导学生发散式思维、立体思考，训练学生分析问题

的全面性和推理的严密性，进而促进学生思辨能力。



1. 设计问题情境，促进学生科学论证的能力

教师使用开放问题并引导学生之间对彼此的观点相互评论，则学生的论证能

力会获得有效的提升。不仅能够促使学生养成清晰表达观点的习惯，还能帮助学

生从多种角度分析问题以及反思自身推理是否恰当。

在设计问题情境时，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原始推理，促使学生充分暴露自身

的原始推理过程。在讲解“物体浮沉条件”时，教师通过与学生的交互来暴露出

学生“重的东西总是下沉”的原始认知。

师：将一个木块和一个团成一团的金属牙膏皮同时放入盛有水的烧杯中。为

什么木块浮在水面上，而牙膏皮却沉下去了呢？

生：牙膏皮是金属做的。

生：牙膏皮比木块较重。

师：金属做的牙膏皮总是下沉的，是吗？

生：是的。

在这个基础上，教师利用实验的方式在学生的原始推理和科学事实间制造冲

突，从而为学生比较原始推理与科学推理间的区别、亲身依靠科学推理获得对自

然现象等的科学认知奠定了基础。

教师演示：将牙膏皮展成空心桶状放在水中，牙膏皮浮于水面。

生：牙膏皮浮起来了。

师：牙膏皮为什么又浮起来了呢？

……

从上面的例子还可以看出，为了使学生乐于参与精心创设情境、交互活动，

教师还需要精心“设疑”来激励诱导学生，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从而引起学生

的认知冲突，促使学生的积极思考。

2. 设计矛盾与问题情境，促进学生质疑能力

质疑创新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是科学思维的重要特征。向学生展示矛盾与问

题情境，使学生经过充分分析后提出疑问并进行解释，来培养学生的思维批判能

力。

在讲“运动的相对性”这节课时，为了帮助学生自己提炼出判断物体运动或



静止的方法，教师让 3名学生甲、乙、丙面向同学依次站到讲台前，其他同学趴

在桌子上，然后示意学生乙和学生丙保持不动，学生甲移动到另一侧。接下来让

学生抬起头。

师：谁发生了运动？你怎么判断的？

生 1：我认为乙和丙没动，甲动了。因为我觉得是甲运动到他们另一侧。

师：你认为甲相对于乙丙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所以甲发生了运动，乙丙没动。

对吗？

生 1：对的。

生 2：我认为乙、丙相对于甲也发生了位置变化，所以乙丙也运动了。

师：生 2对生 1 的想法提出了质疑。请同学们先阅读教材，然后相互讨论如

何判断物体运动或静止。

同样，也可以创设引发学生质疑的情境，帮助学生对概念进一步理解。教师

让甲、乙、丙三名学生面向大家依次站到讲台前，让一半学生趴在桌子上，其他

同学观察。让甲学生先运动到乙和丙的另一侧，然后再回到初始位置。让趴着的

学生抬头。

师：趴着的同学，他们三人的位置改变了吗？你们认为甲同学发生运动了

吗？

生 3：我认为同学甲没发生运动。

生 4：我认为同学甲可能发生了运动，走了几步又走回来了。

师：没趴下的同学说说看。

生 5：我认为同学甲发生运动了。

师：好。我们让刚刚的情景重现一下。

师：现在大家认为甲发生运动了吗？

生齐：发生了。

师：所以对机械运动的定义的理解要完善一下。

生 6：把一个物体相对于另一个物体位置发生过改变叫做机械运动。

师：我借用你讲的“发生过”完善下对机械运动定义的理解。把一个物体相

对于另一个物体位置发生改变的过程叫做机械运动。虽然你没有看到，但运动已

经发生了。



通过矛盾与问题情境，激发学生互相质疑，保护学生的创造热情，培养学生

多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促进学生高水平思维能力的达成。

总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创设实验问题情境，知识迁移构建理想模型；

也可以让学生参与活动，师生共建理想模型，从而促进学生构建模型能力。教师

可以在指导学生解决真实情境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类比推理能力；也可以创设可

靠实验情境，提高学生合理外推的能力；通过提供充分数据和证据的情境，锻炼

学生推理归纳结论的能力；运用数学模型的情境，培养演绎推理能力。设计问题

情境，促使学生养成清晰表达观点的习惯，从多种角度分析问题以及反思自身推

理是否恰当的习惯，从而促进学生科学论证的能力。展示矛盾与问题情境，促进

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去质疑，引发学生质疑创新，唤醒学生的发散思维，使学生

科学思维的目标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