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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设问题情境是教师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培养和提高学生科学思维的重要步骤。它也是建立高效物理课堂的重要教

学环节。教师灵活的应用问题情景创设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达到培养能力的目的,从而提升物理学科的核心素养。本文

重点围绕高中物理课中如何实施有效的问题情境创设,及创设过程中如何关注“科学思维”这一核心素养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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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科的核心素养包括：物理观念、科学思维、实验

探究及科学态度与责任。其中的“科学思维”素养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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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经验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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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和结论提出质疑和批判,

进行检验和修正,进而提出创造性见解的能力与品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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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思维素养对高中生的能力要求为：通过学习,学生

应具有建构理想模型的意识和能力；能运用科学思维方法,

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进行科学推理、找出规律、形成结论；

具有使用科学证据的意识和评估科学证据的能力,能运用证

据对研究的问题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具有批判性思维的

意识,能基于证据大胆质疑,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追求科技

创新。 

基于核心素养对高中学生能力的要求,我们要努力提升

自己的课堂教学,让核心素养融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去,

实施潜移默化的教育。而让物理课堂更具有效性,我们就要

从上课的而第一环节——创设问题情境入手。 

“问题情境”就教师在教学目标指引下,能够通过分析、

理解、概括、归纳等方法达成目标而创设的学习情境。它应

针对教学目标、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还应具

有一定的趣味性来吸引学生,增强互动性让学生参与其中。

建构主义理论明确指出：学生的学习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知

识接受过程,而是一个基于学生自身原有生活经验与知识基

础主动建构的过程。因此,教师始终要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学习习惯,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学习方法的教育和培养,

来不断地提升学生的物理学习能力,提高物理学科的核心素

养,使课堂教学更有效。 

1 在生活和自然中的物理现象背景下创设问题情境,并

激发学习兴趣 

“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是当今物理教学

的基本理念之一。学生身边熟悉的生活现象以及自然界中常

见的天文、气象、地质运动等现象中都蕴藏着丰富的物理学

知识,这些都是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来源。教师要从这些现

象中精心挑选适合教学内容的、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从而

产生学习兴趣进而引发学生思维冲突的素材,进行问题情境

的创设,让学生思维快速的进入课堂,带着对新鲜事物的好

奇和新知识的求知欲进行学习。 

例如,在进行“光的颜色 色散”部分的教学时,教师经

常以学生常见的彩虹为例引入新课。学生对彩虹虽然熟悉,

但通常学生只关注到了一次彩虹现象中的部分现象——虹,

而忽略了另一部分——霓。在课件中展示完整的彩虹现象—

—既有虹又有霓,从而打破既有认知可以让学生对新科有期

待。为了引入薄膜干涉,我将泡泡机带进课堂,真实的在学生

面前展示泡泡上的彩色条纹唤起学生的记忆进而激发学生

探究原因的兴趣。从我们周围的常见现象出发,学生能快速

的构建模型,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教学效果。 

2 在科技前沿环境的背景下创设问题情境,培养学生的

探究能力 

高中物理课的教学应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和思维方式,

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鼓励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创设问题

情境既要提高学生关注社会的意识,还要努力调动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例如,在进行“带电粒子在匀强磁场中的运动”的教学

时,我们可以借用当今科学界的一个争论——中国该不该建

造世界上 大的粒子对撞机来展开。我们不去关注要不要建

设,而是关注它的工作原理——磁场对粒子的约束,使学生

意识到先进科技中也有我们要掌握的物理知识。学生产生质

疑后在用洛伦兹力演示仪进行模拟,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增

强,学习起来动力就会更足。新鲜的科技前沿与学生学习的

知识相结合,不仅可以快速的吸引学生,同时能增强学生的

信心,进而提高学习物理的热情。 

3 在创新实验的背景下创设问题情境,培养学生实践能

力,提高课堂效率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9 年 2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4 

Education research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实验既可以直观、

形象地提供感官体验,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教学时,如能利用学生身边的材料进行试验,或者将学生身

边的物理现象用简单的模型呈现在他们眼前,学生便会引起

认知冲突,同时在观察与思考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去

解决问题。 

例如,在讲“生活中的圆周运动”一节时,为了突破火车

转弯时的圆周运动是在水平面内完成的这一难点时,可以引

导学生利用几个规格相同的三角板和一段电线搭建一条“铁

轨”,然后用橡皮代替火车让其沿轨道运动,从而确定水平的

轨道平面。在突破离心现象时,可以用矿泉水瓶和筷子做一

个“甩干桶模型”。将矿泉水瓶下半部分减下来扎好孔,用筷

子当轴,沾湿棉花,教师就可以提问“如何能让棉花尽快变

干？”学生很快就能由模型联想到洗衣机,进而理解离心现

象,教师在进一步的解释现象的成因,学生的理解记忆便更

加深刻了。 

4 在物理学史的背景下创设问题情境,培养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 

物理学科容易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物理学史中物理学

家们在发现物理规律的过程又是艰辛的。让学生了解这些过

程,了解物理学家在思想认识上所经历的失败及得到的启迪,

对于学生创造新思维同样有启迪作用。 

例如,“伽利略对落体运动的研究”的教学,我们创设情

境就可以在教材已有物理学史的基础上进一步的丰富相关

史实。这一概念中学生有“比萨斜塔实验”的印象,但在教

学之初,如果给学生介绍伽利略《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中关

于落体运动的分析——将中的物体绑在轻的物体上与原来

重的物体相比,谁下落的快——来引起学生思维的碰撞,进

而介绍伽利略科学研究的思维,使学生对科学研究方法印象

更加深刻。再比如,在“划时代的发现”这一课的教学时,

要让学生体会到科学结论得来的不易,我便在问题创设时加

上了“从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直到法拉第发现电磁感

应定律这十年间伽利略的坚持,以及中途亨利的半途而废”,

让学生体会坚持在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不仅外国科学家的例子可以引用,我国同样有着诸多的

科技先人。发掘先人的科学发现,利用我国历史名人的科研

实例创设问题情境,既能兼顾知识的教授,又能提升学生在

科学技术方面的民族自豪感,激励学生努力学习。 

例如,在“万有引力定律”部分内容的教学时,教师的情

境创设不仅要介绍牛顿的发现,还应该加入张衡对天文学的

贡献；在“电荷守恒定律”和“磁场”的教学时可以加入王

充及《论衡》的介绍；在《磁场》内容的教学时还应拓展沈

括及《梦溪笔谈》的介绍等等。 

通过以上的实践,我认为问题情境创设要努力揭示事物

的矛盾、引起学生知识的冲突,引起学生的质疑。激发学生

的思维,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力,使学生有积极探索和解决

问题的欲望。我们的问题情境创设还要引导学生参与到物理

学习活动之中,实现掌握知识、训练思维能力、培养学科素

养的目的。有效的问题情境创设,既要明确学生现有的知识

能力,又要利用好学生的“ 近发展区”；既要构建起完整的

知识结构,又要形成科学的学习方法。高效的问题情境创设

更要有利于学习能力的提高,从而实现从“要我学”到“我

要学”的转变。 

高效的物理课堂,不仅要让学生学会知识,还要让学生

在学习中形成学科素养。为实现这一目标,教师首先就要为

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让学生想学习、要学

习。形式多样的情境创设既是枯燥课堂的调味剂,又是学生

思维的发动机。富有挑战性和趣味性的情境创设,定能提升

我们物理课堂,又能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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