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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概念教学 中 各环 节 的 情境创 设

谈晓红 （上 海 市 同 济 中 学 上 海 ２０ ０４ ３３ ）

摘 要 物理概 念是物理 学 中最重要 的基石 ， 学 习 物理概念的过程是物 理教 学 的 关键 ，
物理概念课 的 教学 包括

“

引入 、形

成 、深化和应 用
”

等基本环 节 。 学 习 是一 个以体验为 基础 的持续 的 过程 ，
因 此在 物理概念课 的教 学 中 ，各 个教 学 环 节 都应 该注

重情境的 创设 ， 为 学 生提供相应的 体验过程 ， 才 能 帮 助 学 生真正理解概念 ， 并 以 此为 栽体培 养学 生 的 学 习 能 力 。 本 文 以
“

教学

各环节 的 情境创 设
”

理念 ， 设计 了
一 堂

“

自 由 落体运 动
”

概念 教 学课 ， 参加 第 五届 全 国 中 学 物理 名 师 教 学 大 赛 ， 并获 全 国 一

等奖 。

关键词 概念课教学 情境 创设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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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概念课的教学包括
“

引人 、形成 、深化和应

用
”

等基本环节 ，是帮鮮生将表蒲征鎌为滅

概念 ， 由浅层了解发展为深层理解 的过程 。 大卫 ？１ ？ 基本要求

库伯认为 ： 学 习 是一个 以体验为基础 的 持续 的 过作为新课引人 中 的情境 ，需要将学生的 注意力

程 ，在学习 的过程 中 ，只有通过积极体验 、反思观察 ， 迅速聚焦至本课的 研究点上 ， 因此应 特别注重其趣

才能将对事件的具体经验逐渐抽象概念化 。 由 此可味性和指 向性 ； 此外 ， 还应与 学生原有认知产 生冲

见 ，物理概念课 的教学首先需要为学生提供足够的突 ，使学生产生问题 ，从而与后续研究形成联系 。

体验过程 ，才能进行进
一步的反思和抽象 。２ ． 情境创设

为学生提 供体验 的 过程 ，就 需 要教 师在课堂教师先释放一根羽毛 ，告知学生今天研究的是落

教学中进行 相关 的 情境 创设 。 然 而 ， 这样 的 过程体运动 。 随后请
一

位同学上来 ，请他尝试抓取下落中

首先需要教 师投入更 多 的准 备 ， 其次 考试也 看不的羽毛 ，此时教师释放的是另
一根加过重的羽毛 。

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 ， 因此 在通常 的概念课教学 中 ，３． 课堂 实 录

教师的处理 方式仍 是将 概念直接传 授 给学生 ， 然学生毫无防备 ，手忙脚乱中还是没有抓住羽毛 ，

后通过各 种练 习 将知识
“

固 定
”

下来 ，为数 不多 的坐在下面的同学都觉得又好笑又奇怪 。

情境创设也往往 出 现在新课 引 人 部分 ， 所起 的作此时教师请台 上的 同学观察两根羽毛的 不同 ，

用更多是 为了 引 起学生 的 学 习兴 趣 ， 进行学 习情并询问为什么 第二根落得快 ， 台上 的同 学发现第二

绪 的铺垫 。根羽毛下面固定有一个钉子 ，得 出 的 结论是 ： 因为

但是所谓概念 ，本来就是 由感知抽象浓缩而成 ， 第二根羽毛 比较重所 以落得快 。 在此基础上 ，教师

对于学生而言 ，感性知识的缺乏 、 日 常经验中 的错误提出 ： 物体下落有快慢 ， 刚 才的过程 中重的物体下

干扰以及抽象思维能力 的不足 ，使他们无论是由 具落比较快 ，那么 重的 物体是不是总是 比轻的 物体落

体到抽象的概念形成过程 ，还是 由 抽象到具体的概得快呢 ？ 由此顺利进入后面的学习 。

念运用过程 ，均存在
一

定 的 困难 。 因此笔者认为在４ ． 创设意 图

物理概念课的教学 中 ，各个教学环节都应该注重情以游戏的方式引人新课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

境 的创设 ， 为学生提供相应的体验过程 ，这样才能帮有效手段 ，生活 中 的经验加上开始观察到 的羽毛在

助学生真正理解概念 ，并 以此为载体培养学生的学空气中飘荡下落的 现象 ，使学生对于羽毛 的下落不

习 能力 。 现以人教版教材 高
一

物理第 二章第五 节免有一种先人为主的印象 。 此时释放
一根加了重物

“

自 由落体运动
”
一课为例 ，介绍物理概念课在各教的羽毛让学生来进行抓取 ， 陡然加快的下落速度令

学环节中的情境创设 。学生猝不及防 ，起到 了瞬间集中注意力 的作用 ， 同时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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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

与众不同
”

的羽 毛也引 起 了学生的好奇 。 在体线运动
”

这一假想后 ，利用打点计时器所打出 的纸带

验到
“

物体下落有快慢
”

并对 两根 羽 毛进行过对 比供学生观察分析 ，并寻找判定物体运动性质 的方法 。

后 ，对于后一根羽 毛下 落较快的原 因学生基本都将随后教师利 用
“

智 能定位板
”

展示做 自 由 落体运动 的

其归结于
“

重 的物体落得快
”

，这其实是学生真实想物体每隔 〇 ． 〇 ２ 秒在空 间 中所处的位置 ，并利用定位

法的反应 ，也是本课要解决的第
一个问题 ，此时提 出板所测 出 的物体在不 同时刻 的位移作 出 自 由 落体运

“

重的物体是不是
一定 比轻的物体落得快

”

便显得非动 的 图和 图 （见图 ２ ） 。

吊 自 ’ 广＾ ｆｌＵＯＷ ＣＷ ＢＨＭＢ？


二、 概念 形成 中 的情境创设｜ ｊ^ ｜
Ｂ
＾＾｜ａ｜｜ｌｐ｜ｓｌｓｉｌ｜

ｉ
｜＾^

１ ？ 基本要纟ｓ
物理概念是观察 实 验 和科学 思维相结合 的 产

物 ， 因此在概念形成的过程中 ， 要为学生提供丰 富 的

感性认识 ，让学生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 ，进行思维 的

加工 。 概念形成 中 的情境应能清晰反 应建立物理概Ｂ
念的科学思维方法 ， 帮 助学生完成将感知 获得 的具

体体验 ，上升至感悟获得的抽象概括这
一过程 。 有图 ２ 智能定位板 中 ，

“

自 由落体运动
”

的实验显示界面

时需要将概念形成 的过程拆分成几个部分 ， 在每个｜

部分 中均让学生经历
“

体验 、反思 、抽象
”

等环节 ， 以实ｇ （ ｌ ） ：

达到抽丝剥苗 、循序渐进的 目 的 。学生观察到在空气 中下落有着 明显不 同 的两个
■

２ ．物体 ，通过亲手所为 的抽气过程变得快慢趋于一致 ，

胃胃 （ １ ） ：为此感到欣喜和 满足 。 另外 ， 有 的学生在抽完空气

羽

＾
保龄球后觉得实验的 效果不够理想 ， 在观察其他小组 的实

验后 ，会 自 发地重复抽气的过程 ， 以获得更高 的真空

度 。 随后观看视频时 ，尽管学生 已有心理预期 ，但是

看到 在 巨 大的 真空实验室 屮 羽 毛 与保 龄球 Ｍ 步 卜

＇

落

ＢＨｋ晒 面 ，仍 旧感到震撼和激动 。

Ｗ：实 录⑵ ：

料 由 打点： ｈ
？

时 ＃睛 上
－ 的记录 点； ， 可 以 非 常

方便 、 直观地观察 到 内 由 落 体运 动是加速 运 动 ， 也能

较为顺利地讨论出 如何利用纸带上的记录点研究物

体运动 的速度 与 时间 的关系 ，并且有拿 出 刻 度 尺进

－ 上 行进
－

步测量的意图 。 在教师 出 ７Ｋ

“

智能定位板
”

显

图 １ 真空实验室 中 ， 羽毛 （左 ）和保 龄球 （ 右 ） 下落示做 自 由 落体运动 的物体每隔 ０ ．０２ 秒在空 间 中所

实验处的位置时 ， 能注意到
“

智 能定位板
”

与
“

打点计 时

在学生提出
“

物体下落快慢与空气阻力有关
，，

这
器

”

的共同之处 ， 即都是记录下 物体在不 同时刻 的位

－

假想后 ，糊
“

迷料醫
，

ｍ時生时關丨
ｓ 。 在＿麵雜 板作 丨 自 自雜运 动 的ｄ

式进行学生实验 。 请学生先观察有空气的 条件下 ，

图和 ｗ４ 图时 ’能够对物体 的运动性质做 出 正确 分

管 内两个物体下落快慢 的情况 ， 再使用抽气装置现
析 ，并对 如 此 便捷 的 获取 和 处理 数据 的 方式感 到

场将管 内空气抽 出 ，继续观察 管 内 物体下落 的快慢

情况 ，并与前者进行对 比 。 讨论后 ，播放
“

全球最大真

空实验室 内落体猶比实验
”

视频 （见图 １ ） 。ｇ 自 巾 的概 ；ｔ

之一 ，是非常典型 的理想化模型 。 那 么概念是如何

在学生提出
“

自 由落体运动有可能是匀变速 １ ：

齡 出細 、翻是如何建立起来 的呢 ？ 这是
一个

非常强调研究物理问题的基本思路和科学方法的 过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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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如果只是单纯地将结论告诉学生 ，未免错过 了培／ｈ球初

养学生思维品质的 良好契机 。 因此在概念形成的 过

程 中 ，教师创设 了 多重情境 ，将原本浓缩的概念充分
“

稀释还原
”

。

首先利用
“

迷你牛顿管
”

组织学生以分组 的方式
下落中

进行学生实验 ， 以 即 时发生的 活动吸 引全体学生运


用多感官参与感知 ， 在这样的体验活 动后 ，学生对于
“

空气阻力对物体下落快慢有影响
”

这一结论 ，产生 了

非常直观而且完整 的感受 ， 同时也为他们推导无空气

情况下 的落体运动 ，做了 良好的心理建设 。 在此基础

上 ，播放
“

全球最大真空实验室 内落体的对 比实验
”

视
￣̄

频 ，使学生得以观察＿更为ｍ 的实验手段ｍｓ图 ３ 图 中 （ ａ ）
、 （

ｂ
） 为棚定格 于柳 时齡 下落小

的环境 ，观察到在这样的环境 中 ， 即使物体轻重不同 ，

它们 由静止开始下落 的情况都是完全
一致 的 ，将落体

运动的这
－

属性隔 离 出来 。 随后再来讨论生活 中 的
晰的球形 ，但 当定格于下落过程 中 的某

一

位置时 ， 则

哪些落体运动可 以看做 自 由 落体运动 ，强调如何糊
根本看不清小球 、 只 能观察到

一

条模糊 的拖影 。 对

理想化方法进行科学抽象 、建立模型 。于原因的 分 析 ， 学生存 在一定 困 难 ， 知道
“

曝光 时

探究 自 由落体的运动性质是对概念 内 涵 的进－
间

”

、

“

快门
”

等名称 ，但不了解其含义 ，教歴行相关

步研究 。 在学生提 出 猜想后 ，麵打点计时器的 纸。

带进行分析研究 ， 既 出 于对学生原有知识和技能的ｔ

考虑 ，也希望借助纸带 帮 助学生对 自 由 落体 的运自
－

繼照片 中 的 拖影 和曝 光时 间 ，来求 自 由 落体

情况产生直观的 感受 。 在 此基础上 推 出 智 能定 位
运动物体下落 的高度 ， 是概念学习 后常见 的 习题 。

板 ， 首先侧智齡録在酿祕运动紐上与 但是学生＿ 决这个＿ 时－直存細难 ，最大的

打点计时獅綱之处 ，也Ｍ翻職物体运自
目＿实鮮封彳于题 目 巾關述＿境不够清

情况的
一般方法 ， 随后再 出 现 的 图和 图 ，

晰 。 其实在数码摄像非常普及的今天 ， 教师可 以非

不仅让学生麵 了 自 由 落体的 运动性质 ， 也让学生
常容易地在教室 中为学生创设 出 题 目 中 的情境 ’ 帮

体验到实验器材的改进对于科学研究 的帮助 。助学生理解产生拖影的 原 因 ，并且通过进度条停在

不同位置 ，也可 以 让学生观察 到定格 的 位置越是 向

三 、

＇

深化应 用 中 的情境创 设下 ，拖影的长度越长 ，从而在物体下落 的速度与拖影

１
． 基本要求系、 。

检验学生是否真正理解概念 ， 可以观察学生能
析后 ，再去解决前述的习 题 ，对于学生而言就容易多

否利臟念来純 、解决Ｍ 。

“

从挪越Ｍ 、

了
：

另 外学生巧体＊＿職学＿念对身边事

从物理走 向社会
”

，獅应有意识地 引 导学生产生实的乐趣 。

际性的问题 ，让学生体会到将理论投人到 实践应用Ｍ概念 ；１Ｍ学中Ｍ要的基 石 ’ 学 习Ｍ

中 的必要性 ，这样才能使所学的概念鲜活而有生冑
黯 的过程是物理教学 的关键 ’ 如何在概念教学的

力 。 因此在深化应用 中 的情境创设 ， 应注重于与＃各环节中创设職 ，提供学生必要的体验经历 ，在体

边事物的联系 ，让学生体会到物理概念的实际意义 。

验的过程 中进行相关思维能 力 的训练 ，让学生实现

２ ． 情境创 设仑＃ Ｄｆ

教师先播放－段小球做 自 由 落体运动 的视频 ，

者的转变 ，是值得我们物麵师为之努力 的 。

随后利用进度条将小球下落画 面先后定格于释放位

置和下落过程 中 的某
一

位置 ， 请同学观察小球在两
＇

［ １ ］Ｄ ＊Ａ？ 库伯 ． 体 验学 习 ［
Ｍ

］
． 王灿 明 ， 朱水萍等译 ． 上海 ： 华

个位置处 象Ｍ不 同 ，并分析原因 （见 图 ３ ） 。

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 咖８
：

２ ４

３ ？ 课堂 实 录［ ２ ］ 王力邦 ． 中 学物理 教师 的 学 习 与思 考 ［
Ｍ

］
？ 北京 ： 科学 出 版

学生观察到定格于释放位置处的小球呈现 出 清社 ，
２ ０ ０９

： １４

？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