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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核心概念
教学设计的基本模式探讨

俞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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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提高物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一直是老师关

注的问题。 物理概念是学生学好物理的关键,而
学生形成、理解、掌握物理概念又是一个复杂的

认知过程，既要以感觉、知觉、表象为基础，又要

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当前中学物理核心概

念的教学中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给出定义，解

释说明，适用条件，例题分析”，把核心概念的产

生过程忽视了。 这种只注重表面，忽视对核心概

念本质理解的课堂教学，其教学过程会由于没有

学生思维的参与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物理建构。
因此，我们有必要构建一个既能反映物理内涵和

外延，又符合学生物理认知规律的中学物理核心

概念教学设计的基本模式。
2 研究过程

经历由实践到理论、 理论到实践的多次反

复，笔者在教学探索中形成了中学物理核心概念

教学设计的基本模式，由六个条目组成，具体含

义表述如下：
（1） 内容和内容解析

内容：简要说明“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内容解析：揭示内涵的同时说明概念的核心

之所在，并对概念在中学物理中的地位进行分析，
其中隐含的思想方法要做出明确的表述。 在此基

础上阐明教学重点。
（2） 目标和目标解析

目标：用“了解”、“理解”、“掌握”以及相应的

行动动词“经历”、“体验”、“探究”等表述目标。
目标解析：对“了解”、“理解”、“掌 握”以 及

“经历”、“体验”、“探究”的含义进行解析。 一般来

说，核心概念的教学目标都应进行适当分解。
（3）教学问题诊断分析

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教学内在的逻辑关系

以及思维发展理论，对本内容在教与学中可能遇

到的障碍进行预测，并对出现障碍的原因进行分

析，在此基础上指出教学难点。
（4）教学支持条件分析

为了有效实现教学目标，根据问题进行诊断

分析和学习行为分析，分析应当采取哪些教学支

持条件， 以帮助学生更有效地进行物理思维，使

他们更好地发现物理规律。
（5）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过程的设计一定要建立在前面分析的

基础上，做到前后呼应。
要强调教学过程的内在逻辑线索，这一线索

的构建可以通过物理概念和思想方法的发生发

展过程、学生物理思维过程的融合来完成。
教学过程设计以“问题串”方式呈现为主，所

提出的问题应当注意适切性。 在每个问题后，要

写出问题设计意图（基于教学问题诊断分析、学生

学习行为分析等），师生活动预设以及需要概括的

概念要点、思想方法，需要进行的技能训练，需要

培养的能力等。 这里，要特别注意对如何渗透、概

括和应用物理思想方法做出明确表述。
（6）目标检测设计

通过课堂教学，目标是否达成，需要以一定

的习题、练习题进行检测。 值得强调的是对于每

一道习题或练习题都要写明设计目的，以加强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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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针对性、有效性。
教学设计中的内容和内容解析、目标和目标

解析的本质就是教学任务分析，要解决的是“学

什么？ ”、“为什么要学？ ”、“学后能解决什么问

题？ ”。 这是教学设计时必须首先要做好的工作。
3 理性思考

中学物理概念的获得有两种基本模式：中学

物理核心概念形成的模式与中学物理核心概念

的同化模式。
（1）中学物理核心概念形成的模式

中学物理核心概念形成是学习者对客观事

物的反复感知，并通过分析、类比、抽象、概括出某

一类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获得核心概念的模式。
4 实践操作

根据中学物理核心概念学习原理，提出以下

中学物理核心概念教学设计的心理模式，框图如

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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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核心框架图

下面是中学物理核心概念“加速度”概念形成

模式的教学设计案例（选自人教版《物理必修 I》）。
（1）内容和内容解析

本节课是一节物理概念课，重点讲解“加速

度”的概念和物理意义。 这一节是高一物理教材

中学生们感到较难理解的部分。 本文中“加速度”
是力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高中一年级物理

课中比较难懂的概念。 学好“加速度”的重要性还

体现在它是运动学与动力学的桥梁。 根据以上课

文特点，确定本教学设计试图从已有物理知识和

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出发，创设教学情景，通过实

验观察、分析比较和归纳与综合等科学方法的渗

透，把“加速度”概念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形成与

发展的过程进行充分地“稀释还原”。 从而使学生

更好地理解“加速度”的物理意义。
（2）目标和目标解析

①通过比较、 分析和综合等方式理解速度、
速度变化量、 速度的变化率三者的区别和联系，

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②通过教材中“加速度”概念的引入、定义，

让学生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主动探究、讨论

推理获取知识，深刻领会并掌握概念。
（3）教学问题诊断分析

通过分析“思考与讨论”栏目来理解速度变

化量的概念，从而引入速度变化快慢的概念。 生

活实践中隐含着物理概念，通过实际事例创设情景，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由速度类比加速度的概念，
由比值定义建立“加速度”的概念并理解“加速度”。

通过自主活动比较速度、速度变化量、加速

度三个物理量的区别与联系，了解一些物体加速

度的数量级，使“加速度”的概念更具体化。 通过

讨论辨析，认识“加速度”的方向，让学生逐渐认

识和理解加速度的内涵，从而突破难点。
（4）教学支持条件分析

“加速度”概念意义建构的两个方面：一是通

过对两个实例的主动探索，形成对“加速度”概念

的主动建构；二是通过思维构造把加速度概念用

物理的文字语言、符号语言和图形语言加以描述。
这需要以下两方面条件的支持才能较好的完成。

学生方面：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学生对“加速

度”的概念理解有困难,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

是对矢量还不够熟悉,不习惯从方向上描述运动;
二是在实际生活中没有获得与加速度相对应的

体验,不能很好地理解速度变化。 同时解决教学中

的重点问题，需要教师创设恰当的情景，适时提

出恰当的问题引导，让学生参与讨论，使学生在

原有认知基础上，对“加速度”的概念进行建构。
（5）教学过程设计（略）
（6）目标检测设计（略）

5 教学反思

中学物理核心概念教学设计的基本模式通

过科学方法的渗透，构建起学生的知识结构，让学

生在科学方法的引领下，获取新的物理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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