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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动态 1 

    本次工作室活动特别邀请到了市教育考试院的牟亚萍老师就徐汇区部分学

校等级考成绩进行分析。这次讲座的主要目的不是分析成绩，而是指导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应该回归到课程教学，回归到教学基本要求，回归到物理的本源。

在这个指挥棒下，让学生掌握有用的知识与能力。 

一、 概况 

    试卷结构：选择题、填空题、综合题。测量目标：能力目标包括基础知识

与基本技能，物理思维能力，物理实验能力，综合应用能力。知识内容包括：

力学、电磁学、热学、原子物理、光学、宇宙。与学习水平一致性。 

二、 统计 

就描述统计、频数分布（千分数）、各类学校均分、四分位统计、大题通

过率、小题难度分布（全市）、小题难度、选择题各选项选择率（徐汇区）进

行分析。 

三、 考试要求 2017等级考能力目标 

1. 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2.物理思维能力 3.物理实验能力 4.综合应用能力 

四、 表述与理解表述 

    原则：从基本概念、原理出发，推理合乎逻辑，陈述简单明了。便于别人

看懂理解，呈现思维过程。 

 
 



五、 评分原则： 

计算简答题表述 1.推理过程要点：按要点步骤结果 2.推理过程呈现：分类（类

似作文）。填空题 1.不要死记硬背，物理上合理即可，2.简单表述。（意思准

确到位，不可有歧义） 

六、概念、原理 

    原则：理解、推理。对实验结果解释，不能泛泛而谈，结构模型-受力-推

理。 

七、课堂教学 

    重点不是方法名称，而是使用某种方法进行思维。课堂教学时应该注重的

概念、规律的形成过程。 

袁晓芬 老师供稿 

研修动态 2 

    工作室的部分学员赴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参加了由上海市教育学会物理教学

专业委员会举办的 2017年上海中学物理论坛。内容主要包括： 

1、基于课堂实例研究“目标导向下的课堂活动设计” 

（1）观摩课《牛顿定律的应用》，复旦附中，许方杰 

（2）观摩课《牛顿定律的应用》，视觉艺术学院附中，邵军 

（3）桑嫣老师主持点评 

2、专家报告 

 “引力波的世纪追寻”，复旦大学，施郁教授 

 
 



3、领导讲话：陆伯鸿老师主讲 

周靖毅 老师供稿 

研修动态 3 

    本月的第三次工作室活动，也是本学期的最后一次工作室活动，在新年即

将来临之际，工作室的成员们在桑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一个学期工作室活动

的梳理和总结，并明确了下学期的学习任务。 

    桑老师先进行工作室活动阶段小结：回顾我们在工作室活动之初曾经对大

家提出过做一个好老师必须具备的三点：正确的理念（以学生为本）、开放的

视角（勿做井底之蛙）、漂亮的表达（有意识训练）。经过一年的学习，每个

员都有成长。 

    接着工作室成员就最近观摩的两节课，位育中学王勇的老师的《电场的综

合应用——情境中的概念与建模》和复旦附中的许方杰老师《从牛顿运动定律

说起——如何用研究的眼光看世界》进行评课，桑老师进行点评。 

评课之后，工作室学员依次进行本学期工作室活动小结，小结的内容包括：

1、本学期课题的开展情况。2、工作室活动中本学期最有收获的活动以及感想。

3、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以及在工作室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引发的问题或反思。项

目研究桑老师对每一位学员的小结进行点评。 

最后桑老师对学员们提了新年新的期望以及布置了下一学期的学习任务。

学员们通过一学期的学习活动均收获满满。 

     

袁晓芬 老师供稿 

 
 



学习思考 

这次工作室活动中，牟老师的报告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也给我们物

理教学指明了方向。我们的等级考的导向是使物理教学回归到物理的本源，那

么什么是物理的本源？物理教学从基本概念、基本现象出发，建立在这个基础

上，首先定义概念不能推理，但是定理是通过推导，在推导定理的过程中，强

调推导的过程，定律是通过实验总结出来，还要验证，尽管定律已经很古老的，

但是成立还是要有条件的。牛顿定律发展到相对论，一点点攻克问题，不要轻

易的去否定，要经历探究的过程。教师在上课的时候要让学生有质疑的精神和

探究精神，培养学生探究的能力。学生的表达来源于教师，教师首先要表达好，

通过板书，通过教师的课堂语言表述，教师的语言表述也要规范，概念一定要

解释清楚，关于是否超纲，其实在高一高二阶段不要太纠结于是否超纲，我们

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理解我们所教授的概念和规律，可以给学生拓展一些相关

的知识。我们可以超，但是超的是在学生讲概念的过程中，给学生形成一个连

贯的知识体系，而不是通过题目的训练。给学生做的题目一定要教师先思考后

再给学生去做，不要让学生去猜题目，一定要把题目表述清楚。 

  袁晓芬 老师供稿 

 

这次参加了由上海市教育学会物理教学专业委员会举办的上海中学物理论

坛，聆听了基于课堂实例研究“目标导向下的课堂活动设计”和追踪物理前沿

“引力波的世纪追寻”的报告。领略“如何用科学眼光看世界”的崭新物理教

学形式，学习引力波等物理最新前沿研究情况。感触良多，收获满满。 

周靖毅 老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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