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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理学科紧密地与实验和问题相联系。开放性问题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

养创新能力。以物理实验中的开放性问题为切入点探索开放性问题教学的可行途径

是合理的尝试。现有的物理开放性问题中，题设信息少、解答方向不明确较典型，
帮助学生学会创设问题情境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开放性问题教学不易实施，教

师要考虑多方面的问题：鼓励和尊重学生，引 导 学 生 积 极 参 与，不 断 做 出 有 益 改

进；设置开放性问题时要考虑学生的现有水平，把握教学时机；教学活动之后，学

生的自评、互评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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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物理实验教学中重视开放性问题的必

要性分析

人类科学发展史已充分证明很多改善人类生

活、推动科学进步的重大科学发现都来自科学家

在敏锐地洞察到科学问题后持续不断的探究。比

如：１８９５年德国 实 验 物 理 学 家 伦 琴 在 研 究 阴 极

射线管的放电现象时，有一次偶然地在旁边放了

一包密封在黑色纸包里的照片底片，当他把底片

显影时，发觉已经曝光了，他敏感地意识到在这

一非同寻常的现象后面很有可能是某种射线在起

作用。经过 进 一 步 的 实 验，伦 琴 证 实 了Ｘ射 线

的存在，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

学奖的科学家。对于科学家来说，科学探究是用

于研究所发现的科学问题并基于这些问题提出假

设、获取证据进而证实某种理论或方法的过程。

将科学家的思维、工作方式迁移到学生的学习中

来，帮助学生获取知识、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和

思想观念，同时形成正确的科学观、世界观和价

值观是科学教育领域内的研究者们倡导科学探究

学习的初衷和最终目的。在以往人们的认识中，

科学一度被视为神圣无比、不可侵犯的，而现在

我们知道，科学不是僵死不变的知识体系，而更

应该是一种多维度的科学探究活动。学生可以通

过模仿科学家的研究方式，自主建构知识的意义

并形成良好的科学素养。从本质上说，科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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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即科学问题不断得到解决的过程，贯穿于

这一过程始终的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探索精神。
科学探究促成了当今科学体系的建构，因此在科

学教育中人们日益重视运用科学探究的学习方法

促进学生的学习。
在物理学的发现史上，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解

析科学家的科学探究活动，还会发现其中两个深

层次的问题。第一，重大物理问题的识别通常源

自实验 现 象。如 上 面 提 到 的 伦 琴 发 现 Ｘ射 线；
再如１８２０年奥斯特在给学员们上课时，即 兴 在

课后做 了 一 个 实 验，发 现 了 电 流 的 磁 效 应；等

等。物理实验还是科学家们用于验证探究过程中

所提出理论假设的最重要且直接的途径。第二，
物理学科领域内的探究常常发端于实际生活中的

真实问题情境，即问题的初始条件、解决问题的

目标与途径常常是不确定的，这几乎涵盖了开放

性问题的大部分主要特征。在本质上，物理学中

的科学探究也就是结构不良的开放性物理问题的

解决过程。［１］因此，在物理实验教 学 中 注 重 利 用

开放性问题促进学生的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
物理教学领域的研究专家早已意识到了物理

实验、科学探究和物理问题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的

紧密关系。２００３年 教 育 部 制 定 了 《普 通 高 中 物

理课程标准 （实验）》，其中 “高中物理课程关于

科学探究及物理实验能力要求”模块十分强调科

学探究、物理实验和问题之间的联系，而且赋予

了物理实验能力相当丰富的内涵。［２］

物理实验教学的最终目标应是让学生通过实

验，经历 观 察、质 疑、思 考、分 析、综 合、比

较、抽象、概括、具体化等思维过程，自己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并得出结论，在亲自体验知识形

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学会科学探究，发展科学思

维，积淀科学素养。这就要求广大教学工作者在

物理实验教学中，初期应该呈现给学生结构良好

的封闭性物理问题，这对帮助他们形成对物理学

原理、规律中相对稳定、核心部分的认识非常必

要。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封闭性问题的解决对

于学生物理思维的进展仅仅提供了初步的机械训

练，对于学生学好物理、自觉地运用物理知识解

决课堂学习以外的问题并不是充分的。在学生的

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较好地掌握了课本中的物

理知识之后，在教学中适当地呈现一些富于变化

的、源于真实情境、具有不良结构特征的开放性

问题，将对学生物理知识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建构

以及灵活迁移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普通高中物

理课程标准 （实验）》中 的 评 价 建 议 部 分 从 面 向

测验和考 试 命 题 的 角 度 再 一 次 强 调 了 开 放 性 问

题： “测验和考试的命题应该注重理解和应用，
要研究并设计有助于学生思维发展、联系生活和

社会的开放性问题。”［２］综上所述，广大一线教师

与教育教学研究工作者理应在思考物理教育教学

实践时，给予物理实验中开放性问题相当程度的

关注。

二、物理实验中开放性问题情境的创设

爱因斯坦曾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

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

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

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 的 问 题，
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

正进步。”［３］时至今日，人们已普遍认同提出问题

要比解决问题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知识视野和思维

水平。但以往的相关研究始终围绕着提出问题和

解决问题而展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同时强调学

习者的已有认知结构和学习情境，认为它们是影

响学生学习的两个至关重要因素，因为正是两者

之间的具体互动创造了知识。［４］

任何知识都应该结合其具体的情境 来 学 习，
也应该放到其后的具体情境中去应用才有意义。
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尤其离不开具体的情境。在课

堂上，基于时间有限和追求效率的考虑，问题情

境通常都是由教师创设。其实，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问题情境也可以由学生自行创设和构建。
比如，中考物理试卷中曾出现这样一道试题：一

个电水壶，请从力学、热学、电学的角度中的某

一个角 度 或 综 合 性 角 度 设 问，并 针 对 设 问 作 简

答。题中只给了 “一个电水壶”的信息，并不足

以构成一个完整的问题情境，问题情境的创设是

学生首先要完成的步骤，是进一步提出问题、解

决问题的前提。这种信息不完备、目标不确定或

解题策略不唯一的问题统称为开放性问题，它在

概念上与结构不良问题［５］较近似，一般情况下视

为等同。此类问题通常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不

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角度的解决者均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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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６］如今，这 种 开 放 性 问

题已更多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不但在中考和高

考中时有出现，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命题

改革，乃至教育评价创新的发展方向。在解决问

题、提出问题的基础上，增补 “创设问题情境”
这一项，我们将面向问题得出更加完备的学生能

力培养 体 系，它 们 是 逐 步 提 高、逐 层 深 入 的 关

系，三者 都 是 促 进 学 生 形 成 问 题 意 识 的 重 要

方面。
人们对于开放性问题建模的研究由 来 已 久，

只是它不同于以上通过自行增加题设信息以创设

问题情境的情况。而是需要在大量冗余的信息中

首先甄别出有效信息，才能明确具体可操作的问

题情境。将这类开放性问题放在物理教学的领域

里来看，发现它们或是所涉及的概念、规律或原

理不够明确，或是问题结构本身未经过良好的组

织。如在串、并联知识的综合运用阶段，一物理

教师设置了这样一道实验设计题目：“在日常生

活中我们常常会见到用来点缀夜晚门市或缠在树

上的一串串小灯泡，它们四五十个串成一串，五

颜六色，十分漂亮，人们会直观地认为它们是串

联的。同学们已经知道串联电路最重要的一个特

征就是其中一个用电器断路，则所有的用电器中

都不会有电流通过。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些

小灯泡则会发现，在这一串串的小灯泡之中，由

于长时间的接通，有的小灯泡灯丝已经断了不再

发光，而非常奇怪的是，这一串中的其他灯泡并

未同步熄灭，只是看上去略微暗了一些。这个现

象似乎与 我 们 学 过 的 串 联 电 路 的 知 识 是 相 违 背

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小灯泡到底是串联的

还是并联的？请大家设计一个实验来 说 明。”在

设计实验之前，学生们首先要知道这一现象背后

的原理是什么。学生对于这样的问题常感到无从

下手。其实在问题结构和其中关涉的知识明晰之

后，开放性问题的解决就不再困难了。为了形象

地加以说明，教师从串灯中摘取了一个灯泡，仔

细观察 灯 泡 的 内 部，原 来 每 个 灯 泡 内 除 了 灯 丝

Ｒ１外，还有另一道电阻丝Ｒ２与Ｒ１并联，且Ｒ２远

大于Ｒ１。因 此 正 常 情 况 下，大 量 电 流 流 过Ｒ１，
保证每 个 灯 泡 正 常 发 光。当 其 中 一 个 灯 丝 断 掉

后，Ｒ２仍能 保 证 电 路 中 有 电 流 流 过，但 此 时 断

掉灯丝的灯泡的电阻由于失去一个小阻值的并联

电阻 （灯丝），其总电阻增大，分到的电压也相

应增大，其他灯泡的电压就有所降低，所以整串

彩灯都将略暗一些。［７］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以 开 放

性问题居多，物理学科又与日常生活联系极为密

切，从理论上来说，开放性问题的教学价值大于

封闭性问题。开放性问题作为联系物理知识与日

常生活的重要纽带，理应发挥作用促进学生真正

意义上的物理学习。
上面的 “串联彩灯”问题所以能收到较好的

教学效果，除了问题形式较开放以外，还有一个

原因：问题中描述的现象与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学

生头脑中的认识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教育心理学

的相关研究早已表明，这种实际现象与已有认识

的相悖可以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促进学

生自动自觉地动脑思考。教师以往教学经验也表

明，越是奇异的现象与引起矛盾的说法，越容易

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对于事物或现象的深刻思考。
演示实验就常常能够较容易地展示出一种与常规

看法相悖的现象，从而激发学生的认知矛盾与冲

突。另外，物理教学中演示实验的应用途径相当

广泛，依据不同的培养目标通过设计不同层次的

问题来实 现 演 示 实 验 的 多 种 变 式 也 是 容 易 做 到

的。以物理教学中的经典演示实验——— “静电散

花”为例。［７］ （如图１）

图１　 “静电散花”演示实验

如果想通过该演示实验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应该 在 实 验 完 成 后 设 置 一 些 较 封 闭 的 问

题，如：为什么要摩擦塑料板？塑料板上放置的

金属盘在该实验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解释

看到的实验现象？等等。
在学生具有了利用相关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

基础上，可以针对演示实验的现象提出较开放的

问题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
仍以 上 述 “静 电 散 花”实 验 为 例，培 养 目 标 不

同，设问 方 式 则 不 同。如 此 时 教 师 提 出 以 下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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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针对这个实验的现象，你想到了哪 些 问 题？

要想重复该实验，得出相同的实验现象，需要注

意什么？请认真分析老师的演示的过程，并尽可

能地注意其中的关键要素与步骤，然后上台按自

己的想法面向同学做一下这个实验，看看是否能

够让大家看到同样的实验现象。后一次所设置的

问题更具有开放性，没有把学生的思维局限在某

一个或某几个具体的事物上，也没有孤立地将其

中的具体要素或实验分离出来进行设问，而是要

求学生从实验全局、从综合的角度全面考查整个

实验，自主分配他们的注意力和联系已有知识提

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利用实验促进学生物理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

培养，不仅限于课堂上的演示实验和学生分组实

验。新版物理教材十分重视实验的设计与安排，
在演示实 验、实 验 模 块 以 外，还 设 置 了 “做 一

做”（或叫 “大家做”）等扩展性实验项目。此类

实验通常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与学生的

实际生活联系得更紧密，其中提出的问题通常是

没有提供明确的初始状态、目标状态以及解决方

法，甚至未给出完整信息的问题。类似于前述的

“一个电水壶”开放 性 的 中 考 试 题。有 的 教 师 巧

妙地将它 改 成 了 一 个 很 好 的 开 放 性 课 后 实 验 项

目：请同学们回家用电水壶烧一壶热水，仔细观

察你家的电水壶以及电水壶烧水的整个过程，然

后从力学、热学、电学中的某一个角度或综合性

角度描述实验现象，尽可能多地联系物理知识提

出一些问题，并做出简要回答。
有的学生设置的问题情境源于对电水壶静态

的观察，如从力学的角度设问并简答：壶嘴能否

做得比壶 肚 口 低，为 什 么？ 答：不 能 比 壶 肚 口

低，因为壶嘴与壶肚构成一个连通器，根据连通

器原理，壶嘴低于壶肚，壶肚内的水就不可能装

满，壶嘴和壶肚间如果保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超出壶嘴部分的水会通过壶嘴溢出，造成浪费。
同样基于连通器原理的思考，还有的学生设问：
要想把壶中的水方便地倒出，壶嘴应该安装在什

么位置？也有一些学生考虑的是杠杆原理在壶把

手设计上面的应用，而设问：怎么安装壶把手使

人们拿起水壶的时候更省力？等等。更多的学生

设置的问 题 情 境 与 烧 水 的 实 验 过 程 和 现 象 相 联

系。如：从热学的角度提问并简答：当水快烧开

时，壶嘴、壶盖与壶身的缝隙处冒出的白气怎样

解释？答：部分水变成了水蒸气，通过壶嘴和缝

隙冒出，遇到壶外较冷的空气，凝结成 小 水 珠，
在日光的照耀下，好似白汽。还有的同 学 设 问：
水壶中的水能否灌满？为什么？电热圈可否不放

在壶肚口的下端，而放在上 端，为 什 么？等 等。
从电学角度的提问和简答有：用电水壶烧水的同

时，为什么不影响其他家用电器的使用？我家电

水壶的 铭 牌 上 标 示 着 容 积 为２Ｌ、额 定 功 率 为

１．５ｋＷ，这样的一个电水壶能不能在１５分钟内

将１０℃的水烧开？等等。
借助物理实验中开放性问题的设置可以为学

生提供更全面的思考维度和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从而促进他们发散性思维的发展，对于培养他们

的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创造性思维具有发散性

在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里已得到了研究者们的一

致认同。［９］凯斯特勒在对此进行了较深入 的 研 究

后明确指出：创造性思维就是将两个先前没有什

么联系的体系 （观点或理论）联系起来。［１０］不难

看出，相对于聚敛性思维，他更加肯定了发散性

思维在创造性思维中的地位。发散性思维的重要

特征正是能够在通常认为并不相关的两个事物之

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为解决问

题开辟新的创见，提供新的视角，得出非比寻常

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科学发现史上，举出一个

支持以上观点的例子并不困难。例如，阿基米德

在测量王冠含金量时，一开始无法解决，后来他

在洗澡 时 受 到 启 发，把 洗 澡 中 出 现 的 浮 力 现 象

（密度问题）和王冠含金量的测量问题联系起来，
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问题。

三、开放性问题思维训练的原则

开放性问 题 的 提 出 和 解 决 需 要 打 破 惯 常 思

维，从多个角度，把问题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加

以考虑，因此有的人提出的观点在他人看来是毫

无关联，甚至不可理解、匪夷所思的。在对学生

进行开放性问题的思维训练 （以下简称开放性思

维训练）过程中，教师要特别注意及时干预和引

导，以防离题太远；但同时又不能对学生的发散

性思维限制太多。［１１］另外，开放性思维训练对教

师的知识储备和教学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

相关主题的开放性思维训练之前，教师只有做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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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才 能 在 引 导 的 过 程 中 收 放 自 如。总 的 来

说，训练 学 生 的 开 放 性 思 维 应 遵 循 以 下 基 本

原则。
（一）鼓励和尊重

教师的态度在开放性思维训练中起着关键作

用。传统教学中教师常常下意识地抑制看似与主

题无关的问题和想法，视之为教学中不受欢迎的

干扰因 素。教 师 对 于 新 奇 和 想 象 是 接 受 还 是 拒

绝，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至关重要，拒绝开放性

思维中的 观 点 和 见 解 无 疑 会 抑 制 甚 至 扼 杀 创 造

性。因此教师的鼓励是必要的，应该尽可能地让

学生们感受到，他们就某一主题提出的任何创造

性的、有意义的见解都会受到赞扬。“头脑风暴

法”常 被 用 来 进 行 创 造 性 思 维 的 训 练，基 本 做

法：由教师 或 其 他 人 先 设 定 一 个 主 题 或 问 题 情

境，然后鼓励学生们积极思考，大胆说出所有想

到的观点、见解和结论，让这些观点不断地衍生

下去。
（二）加强教师的引导，注重有益的改进

开放性物理问题的解决有赖于过程中一系列

问题的渐次逼近，不宜在某个具体的简单问题上

消耗过多时间。因此，为了避免一些学生的天马

行空，在不打击学生参与积极性的前提上，教师

的引导 相 当 必 要。在 教 师 巧 妙 引 导 助 学 的 过 程

中，学生不断地解决一个又一个的简单问题，不

断建立问题解决图式，为后续更复杂问题的解决

打下基础，才能最终在教师的帮助下画龙点睛地

添上最后一笔，勾勒出整个开放性物理问题的解

决图式。而且学生在面临开放性问题这一学习中

的 “新生事物”时，难免会在表征问题、建立假

设时犯错误或者存在不妥当的地方。而只有正确

地表征问题才能建立合适的假设，最终导向问题

的成功解决。从这方面看，教师也有必要帮助学

生们对假设作出正确的判断。让学生认识到假设

存在问题的最好方式并不是直接告诉学生假设应

该是什么，如果能够引导学生依据错误假设推演

出一个明显的错误结论，教学效果会更好。这种

方法能有效激发学生的自我反思与纠错欲望，然

后自发地重新回到假设起点，再次建立表征。［１２］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是这种 “诘问式”教

学的鼻祖，时至今日，这种问答式教学方法依然

被认为能够十分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在 “头

脑风暴”进行的过程中，教师也是讨论群体的一

部分，也要积极地参与进去。相比于学生提出的

观点和问题，教师的参与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引

领讨论的大方向，或使话题更贴近教学目标，或

促成更有创见性、深层次意义的观点生成，这将

使得整体 “头 脑 风 暴”不 断 向 有 益 改 进 的 方 向

进行。
除了专门进行的思维训练，教师还应该在日

常教学活动中，认可、倡导学生的创造 性 行 为，
并就一个问题鼓励学生思考各种可能性的解答，
这种日常的训练更有意义。教学活动之外，教师

也有必要利用各种机会促进学生多多反思，让他

们自愿地花时间产生和发展自己新的想法。

四、开放性问题的教学建议

开放性问题解决的不确定性特点决定了它不

是一个简单的人类认知过程，需要综合认知主体

的先前经验和外部环境来共同建构开放性问题解

决的图式，还需要个体情感、意志的参与，其中

既有连续的理性逻辑思考，又有直觉、顿悟等非

连续性的感知体验，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示人类智

慧非线性、复杂性的特征，这就决定了开放性问

题的教学复杂多样、变化多端，正是由于此原因

教师对于开放性问题的教学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以下教学建议为教师在进行初步物理开放性问题

教学实践时提供借鉴。
（一）设计开放性问题时，应考虑学 生 的 现

有认知 水 平、原 有 知 识 背 景 和 年 龄 阶 段 的 思 维

特点

忌用大而无限、内涵外延不清、学生无从下

手的主题和问题。首先，问题情境最好是学生熟

悉的，这样有助于减轻学生的认知负荷，快速地

切入问题本身，调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来对问题解

决发表意见；其次，问题的起点低一点更好，不

会让学生望而生畏，在逐渐深入的过程中不同学

习水平的学生才都有可能参与进来，根据个人不

同的能 力 水 平 构 建 差 别 化 的 问 题 解 决 图 式；再

次，为了便于开展上面提到的 “诘问式”教学，
可以针对学生易错的问题设计开放性问题，教师

从旁协 助 鼓 励 学 生 在 自 我 分 析、反 思 中 纠 正 错

误，得出正确的结论。以上是实践层面的经验总

结。温州大学的叶建柱老师在对物理学中开放性

·６１１·



问题的分类与特点进行详细研究之后，从理论分

析的角度认为较高水平的开放性问题至少具有以

下四个特征：较高的知识关联度，较高的预设明

确 度，较 高 的 信 息 综 合 度，较 高 的 思 维 激

活度。［１３］

（二）把握开放性问题教学的适当时机和合

理途径

与传统教学中的封闭性问题相比，开放性问

题的思考和解决无疑需要更长的时间、耗费更多

的精力，这是开放性问题难以应用于教学实践的

最大障碍。专题讨论课是开放性问题的一条理想

教学途径。它能够为学生就某一个问题充分地讨

论交流、自由地发表意见、相互启发进行思维碰

撞提供时间上的保证。开放性问题在课后布置给

学生也是比较好的选择。这样学生不但不受时间

限制，也 突 破 了 空 间 的 限 制，有 可 能 运 用 查 资

料、做调查、做实验等多种手段解决问题。但课

后作业的形式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因为由学生单

独完成的作业无法体现开放性问题的交流学习本

质，个人的学习视野容易受到局限。为了弥补这

一不足，教师除了可以适当地安排时间积极引导

学生就开放性问题课后作业进行交流讨论外，也

可以先向学生说明评价他人开放性课后作业的标

准，然后引导他们互评。如果教师能结合日常测

验、期中期末测验的常规评价手段，通过在其中

适当地设置开放性问题，引领学生面对、积极解

决开放性问题，将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发挥开

放性问题的评价功能，将其作为新型的评价工具

是教育教学评价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具体的实施

方法与实践验证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三）多种评价方式相结合，重视学 生 的 自

评和互评

开放性问题的解决过程以及最后形成的问题

解决方案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可言，因此教师应

该摒弃以往简单的、量化的评价标准，转而以定

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终结性评价与过程性

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替代，力图从 “对学

生学习的评价”向 “为 学 生 学 习 的 评 价”转 变，
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

展为最终目的。就评价内容来说，不仅要评估学

生的问题解决结果，还要关注学生的整体学习过

程，包括学生参与活动的态度、在活动中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状况，以及学生对新的学

习方法、方 式 的 掌 握 情 况 等。［１４］在 评 价 的 形 式

上，除去教师给予的必要性评价外，还应该将学

生的自评、互评作为重要参考依据。自评是促进

学生学习策略生成的内因或说是内部动机，只有

学生自己才能最及时、清楚地了解自己在学习过

程中成功或失败的信息。开放性问题解决这一新

型的学习方式正有利于个体反思和自我评价这一

元认知能力的发展。它们能够帮助学习者在学习

过程中通 过 评 价 和 反 思 自 己 的 问 题 解 决 学 习 过

程，相应地调整他们的学习策略，更接近于专家

的思维习惯，从而将学习变成一个持续的和扩展

的过程。［１５］另外，开放性问题解决的对话本质决

定了其教学活动以小组合作的方式来开展更为合

适，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聚集在一起，通过知识共

享、交流合作共同建构问题解决的图式。在与他

人合作或竞争的过程中，除了认识自己，学生们

还可以基于自己的评判标准为他人形成一定的评

价结果。汇总多个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

同一个学生的评价信息，将使得对该学生的最终

评价结果更加真实、客观。学生们由于在一起相

处的时间较多，相互了解较深，便于清楚地看到

同伴的优缺点，因此学生间的互评结果中的信息

一般来说相对于教师的他评和学生的自评更加具

有客观性。

参考文献：

［１］孙玲 玲．结 构 不 良 物 理 问 题 解 决 研 究 ［Ｄ］．大 连：

辽宁师范大学，２００６：４５．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 （实

验）［Ｓ］．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１，５１．
［３］爱因斯坦，利·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 ［Ｍ］．周

肇成，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６２：６６．
［４］Ｐｅｇｇｙ　Ａ　Ｅｒｔｍｅｒ，Ｔｉｍｏｔｈｙ　Ｊ　Ｎｅｗｂｙ．行为主义、认

知主义和建构 主 义 （下）———从 教 学 设 计 的 视 角 比

较其 关 键 特 征 ［Ｊ］．盛 群 力，译．电 化 教 育 研 究，

２００４ （４）：２７—３１．
［５］陈琦，刘儒德．当代教育心理学 ［Ｍ］．北京：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３２７．
［６］缪茜惠，冯 锐．非 良 构 问 题 解 决 教 学———高 效 学 习

的有 效 途 径 ［Ｊ］．扬 州 大 学 学 报，２０１０ （４）：

７６—８１．
［７］程琳．多维视 域 的 物 理 课 程 与 教 学 专 题 研 究 ［Ｍ］．

·７１１·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７７．
［８］刘炳升．科技活动创造教育原理 ［Ｍ］．南京：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６５—６７．
［９］郝娟．高中生解决结 构 良 好 与 结 构 不 良 物 理 问 题 表

征及 策 略 的 差 异 ［Ｄ］．郑 州：河 南 大 学，２００９：

１２—１３．
［１０］邵志芳．思维心 理 学 ［Ｍ］．上 海：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５４．
［１１］刘克．中 学 物 理 教 育 中 的 开 放 性 问 题 研 究 ［Ｄ］．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２００８：２６—２９．
［１２］黄 伟．破 解 课 堂 提 问 的 一 个 难 题———开 放 性 提 问

如何促成有效思维 ［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

科学版），２００９ （１２）：３１—３６．
［１３］叶 建 柱．论 物 理 教 学 中 提 出 问 题 的 水 平 ［Ｊ］．课

程·教材·教法，２００７ （５）：５８—６１．
［１４］管媛辉．基 于 劣 构 问 题 综 合 实 践 活 动 课 教 学 探 索

［Ｄ］．长春：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６：２４．
［１５］Ｈｕｎｇ　Ｗ．Ｔｈｅ　３Ｃ３ＲＭｏｄｅｌ：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ＰＢＬ ［Ｊ］．Ｉｎｔｅｒｄｉｓ－
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００６ （１）：５５—７７．
（责任编辑：钮　瑛）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Ｏｐ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ＬＩＵ　Ｊｕ１，ＺＨＯＮＧ　Ｓｈａｏ－ｃｈｕｎ２，３，ＸＩＥ　Ｙｕｅ－ｇｕａｎｇ３

（１．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Ｒａｄｉｏ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３１００３０，Ｃｈｉｎａ；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Ｊｉｌｉｎ　１３０１１７，Ｃｈｉｎａ；

３．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Ｊｉ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１３０１１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ｈｙｓｉｃｓ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ｐ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ｔ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ｏｐ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ｏｐ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ｏｐ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ｇｉｖ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ｏ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ｅｌ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ｅａｒｎ　ｈｏｗ　ｔｏ　ｆｏｕ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ｏｐ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ｎｏｔ　ｅａｓｙ；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Ｆｉｒｓ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ｔｏ　ｊｏｉｎ　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ｒｅｓ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ｐ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ｒａｓｐｅｄ．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ｇ

（上接第７６页）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Ｎｅｗ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ＬＩ　Ｊｉａ－ｘｉａ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ａｄｏｐ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ｗｏｒ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ｅｒｂｓ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ｗｏｒ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ｉｘ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Ｊｕｎｉｏｒ　ａｎｄ　Ｓｅ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ｅｒｂｓ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ｆｏｕｒ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ｃｃｕｒ．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ｅｗ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ｈａｓ　ｓｉｘ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ｖｅｒｂｓ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ｉｔ　ｉ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ｉｎ　ｎｅｗ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ｉｔｅｍ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ｓ；ｔｈｅ　ｐｌａｎ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８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