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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PCK理论(PedagogicalContentKnowledge)意指学科教学知识,包括授课内容及授课方式等。在高校物理演示试验中,如何将学科知识以一

种 优的方式传递给学生,将PCK理论代入其中进行教学实践是有效的方式之一。本文从教学策略,教学主题与课程内容,学生对学科内容的理

解,学生对本门课价值的认可及综合能力的提升四个方面展开具体的方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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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高校物理实验课的教学实践中,课堂演示实验以其良好的示范性、可

控性等特征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教师主

导、学生积极参与的授课方式,让影响教学效果的的因素复杂多样。据此,

文章以马格努森(Magnusson)运用建构主义观点提出的PCK理论为基础,提

出了针对高校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的PCK理论,即教学策略；教学主题与课程内

容；学生对学科内容的理解；学生对本门课价值的认可及综合能力的提升。 

1 高校物理课堂演示实验的课程目标 

高校物理实验课是大多数理工科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学生进入大学

后受到系统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训练的开端。作为一门实验科学,物理规

律的研究都是以严格的物理实验为基础的,故而在实验教学中运用PCK理

论优化教学策略的制定、教学主题的选择、课程内容的设置、学生对专业

内容的学习掌握以及对综合能力的提升等内容显得尤为迫切。 

而高校物理演示实验的四项课程目标有四：一是根据教学大纲要求,

掌握物理实验的原理、思想、方法与运用；二是培养学生科学实验能力,

能够独立完成实验前准备、正确使用仪器、拟定合格实验报告等；三是能

够完成简单的设计性实验,掌握发现科学规律的方法；四是培养学生严谨

的治学态度,培养学生全局观念。可见,课程教学目标与PCK理论的内容高

度契合,具备理论关联性。 

2 PCK理论在教学中的研究运用 

2.1教学策略的制定 

明确教学策略是关键,是教师在教学中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体现。物

理实验开课之前应进行系统的教学安排,包括实验原理、实验要求、方法策

略和教学程序等内容。详实而充分的教学策略促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优化

科学的实验教学过程,合理选用实验所需器材、装置,完善实验条件并选择

优实验方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纵观全局、起到引导课程的

作用,课堂每一分钟都需要根据授课内容进行针对性的教学策略设计。诸

如,在导入新课环节,导入的内容是否能够启发学生思考？在实验操作环

节,何种方式能够更加清晰的传达实验意图？在师生互动环节,抛出的问

题是否合理并契合重点？是否有做到关注到所有学生的参与程度等等。 

2.2教学主题与课程内容的设置 

教学主题与课程内容的设置是教学目的所在,演示实验的选择和设计

都必须从教学目的出发。进行物理实验的目的是验证物理的科学规律,科

学规律的验证方式有多种,如何选择 优的验证方式进行教学主题的确认

及课程内容的设置,对于教师而言异常重要,这几乎关系到教学的成败。 

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应当在充分考虑学生先修课程攒下的知识基础,

学生已具备的知识实践能力,教学大纲要求的学科知识内容后再选择合适

的教学主题与课程的内容,从整体设计的角度设计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

的课程内容。 

2.3学生对学科内容的理解 

学生对学科内容的充分掌握是物理实验课的基本要求。高校物理演示

实验多以小组的形式展开,教师把控实验及学生积极参与的教学模式是首

选。这种具有较好的有效性、直观性的实验方式,强调教师对实验的主导

作用；而教学中,学生在预习学科知识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实验并与教师互

动讨论等方式,能够有效的激活课堂并优化教学效果；课后学生再根据课

堂实践完善学科内容知识体系,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而言,学生

对学科内容的理解内容包括：整个教学环节中学生对于学科知识的全实践

过程,包括课前预习、课堂参与、课后复习等。 

2.4学生对本门课价值的认可及综合能力的提升 

学生对本门课价值的认可及综合能力的提升是大学教育的核心所在。

高校物理课堂演示实验强调一人示范、多人观察,这就要求在具体实验中

可采用教师示范、全体学生观察或学生代表示范、小组学生观察的教学模

式。因实验参与人数较多,要求实验现象必须显著易观察,并能够调动实验

者与观察者的多种感官协同参与,强化信息刺激及学生参与感。这不仅锻

炼了实验者的实验把控能力,对参与者的观察力及运用物理知识解决问题

的能力的培育也大有裨益。 

3 总结 

PCK理论在高校物理课堂演示实验教学中的运用强调全局观,需以不

同方式融入到整个教学实践环节。其所强调的教学策略、教学主题与课程

内容要求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并优化授课水准；学生对

学科内容的理解重心在于学生对于教学全流程的参与；而学生对本门课价

值的认可及综合能力的提升更是体现大学教育本质的直观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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