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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 员论坛

注重理清
“

来龙去脉
”

帮 助形成物理观念
＊

李 闷 心 （ 宁 德 市 教师 进修 学 院 福 建 ３５ ２１ ００ ）

摘 要 物 理核心 素养是 学 生在接 受 物理教 育 过程 中逐 步 形 成的 适应 个人终 身 发展 和社会 发展 需要 的 必备 品 格和 关键

能 力 ，是 学 生 通过 物 理学 习 内 化的 带 有 物 理 学 科 特 性 的 品 质 。 正在研 究 的 物 理核 心 素 养 分 四 个 维 度
“

物 理 观 念
”

、

“

科 学 思

维
”

、

“

实验探 究
”

、

“

科 学 态度 与 责任
”

， 对 于 其 中 的
“

物 理观念
”

，许 多 老师 有疑 问 ， 是 物理 观念还 是物 理 概 念 ？ 此 文 从什 么 是物

理观 念及初 中 物理教 学 中 教师 要如何做 才 能 帮助 学 生 形 成物理观念进行 阐述 。

关键词 物 理观念 核心 素 养 前 概念 核 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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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观念
”

是指科学家经历长期 的实践 和理论常出 现知识归 知识 ， 言语中 却经常不 自 觉地犯错 ， 主

研究 ，概括 总结 出 的对物理世界的根本认识 ， 主要包要还是认识不到位 的缘故 。 教材对水的三态变化及

括物质观 、运动观 、能量观 、时空观等 。其应用讲述得 比较详细 ，本题借用水 的三态变化 ， 针

在初 中我们需要学生形成的物质观有 ： ①质量对学生的 易错点设计 了
一段对话 ，将学生 潜在的错

是物体本身 的一种属性 。 ②整个宇宙是 由 物质组成误认知暴露 ，且对两只小企鹅起名胡胡 与 涂涂 ，谐音

的 。 ③磁体和 电流的 周 围存在着磁 场 。 运 动观有 ： 糊涂 ， 暗示说话 、认识糊涂 ， 设计巧妙 。

①运动和静止都是相对的 。 ②力 的作用不是维持运无独有偶 ，例 ２ 也是一道 引 发讨论 的题 目 。

动 ， 而是使运动状态发生改变 。 ③能 量的转 化和 转例 ２ 如 附 图 所 一ｘ

移遵循能量守恒定律 。 等等 。示 是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物理 观念不是靠死记硬 背形成的 ， 而是需要学 ２ ６ 日 日 本 北 海 道 温

生在学习过程 中 ，深 刻理 解 和应用 物麵念和规律 Ｓ达 到 零 下 ２ ０
°

Ｃ ＃

的基础上 ， 由 教师慢慢渗透 、逐渐形成 的 。出 现 的
“

钻 石 雪
”

奇

－

、 强调 使 用 学科语言规范表达观 ， 以下 说 法 中 正 确
［：二卿？

１１臟．臟－鹛

要帮助学生形成 物理观念 ，首先要 要求学生正的是（ ）

确理解概念并用学科语言规范表达 。（Ａ）
“

钻石雪
”

没

例 １（ ２ ０１ ５ 年 宁德 ）南极 大 陆常年冰 天雪有 内 能

地 ，平均气 温
一

２５

°

Ｃ 。 以下小企鹅 图 图 和胡 胡 的 对 （ Ｂ ）
“

钻石雪
”

没有热量

话 中 ，涉及物理知识描述正确 的是（） （Ｃ ）

“

钻石雪
”

没有温度

（ Ａ） 图 图 ： 呵 呵 ，感觉 到空气 中没有一 点水蒸 （Ｄ ） 以上说法都不正确

气 ，全凝固 了 。学生认为 Ｂ 答 案正 确 的 主要 原 因 是 ： 从 零 下

（ Ｂ ） 胡 胡 ： 有水蒸气呀 ，冰是可以 升华的 呀 ！２ ０
°

Ｃ到 零 下 ２ ０
°

Ｃ 没有 温度差 ， 因 此 没有 发生 热传

（ Ｃ ） 图 图 ： 我认 为温度太低 ，冰没法升华 ，只 可递 ，所 以没有热量 。

能熔化 。这里 ，说明学生知道
“

热 量
”

是针对热传递 的 过

（ Ｄ ） 胡 胡 ： 对对 ！ 如果气温能升到 ０Ｘ：就好了 ，程得到 的一个物理量 ，但没 有注意到物理学 中 的热

那冰就一定能熔化了 。量是热传递过程中
“

传递能量
”

的 多少 ，
Ｂ
Ｐ

“

热量
”

是

本题考査物态变化 ， 形式上特别 新颖 。 我们 经

＊ 基金项 目 ： 全 国教育信息技术 研究课题 《信息技术 条件 下促进教师深度学 习 的跟踪研究 》 （课题 编号 ：

１ ５ ３０３２３７３ ） ；福 建省教育规 划办课

题 《利用现代化教 学技术培养高 中物理学 困 生的 自 主学习 能力 的教学 研究 》 （课题 编号 ：
Ｆ
ＪＪ
ＫＣＧ １４

－

２４７ ）研究成果 。

？５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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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量 ，只能说
“

吸收
”

或
“

放出
”

，不能说
“

含有
”

、

“

具记住一些表层事实 ，则会加大学生的负担 ， 因此要围

有
”

。 也就是 Ｂ 答案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 的 。 学绕核心概念 ，让学生充分体会次位概念与核心概念

生 的这种错误就是我们常说的前概念 的影响 ， 在物之间 的关系 。 如上例 中 ， 应 围绕
“

有用功和总功
”

开

理课学习热量之前 ，学生接触到了生物课的
“

热量
”

， 展教学 ，讨论 Ｂ
、
Ｃ

、
Ｄ

、
Ｅ 四种情况下的有用功和总

常常说 ５ ００
ｇ 面包含有多少热量 ， 因此对

“

物体含有功 ，使学生更深层次地理解
“

效率
”

的概念 ，甚至将这

热量
”

感觉亲切 ， 反而阻碍了对物理 中
“

热量
”

的学种思维方法进行迁移 ，这能帮 助他将来理解经济和

习 。 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 ， 如 ：

“

温度髙的 物体含有管理等领域 的效率问 题 ， 这才是核 心素养导向 的 物

的热量多
”也是错误的 。理教学 。

’

还有九年级热学 中
“

内 能
”的 概念教学 ， 有些老前些年一直讨论的 电阻的多种解法 （安安法 、伏

师上课就说
“

分子内能
”

，但其实不是
“

分子内能
”

，而伏法等 ）也是这个问 题 。 中学物理教学 必须超越对

应该是
“

物体 的 内 能
”

， 这 是具有 统计学 意义 的 物具体知识本身的追求 ，从记忆事实 、掌握知识转变为

理量 。思考事实 、发展观念 ， 即要从
“

知识为本
”

的教学转向

物理观念虽然来 源于具体的物理知识 ，但它又
“

观念建构
”

的教学 。

不同于具体的物理知识 ，
它是具体的物理知识经过三 、 注重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理解

学生的加工 ，最后 的提炼与升华 。 物理观念对物理没有具体物理知识 的深入学习就不会有正确 的

的学习具有引 领作用 ，让学生对物理知识能够有效物理观念的形成 ， 物理观念借助于具体的物理知识

地迁移和应用 ，对学生的终生学习 和发展有着重要由浅入深地揭示出来 ；因此要形成物理观念 ， 首先必

的作用 ，但 它的形成 过程是潜移默化 的 ，无 法急功须注重双基教学 ， 引 导学生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 。

近利 。复习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针对性 ， 因此 除 了寻

二 、 重视围绕核心概念展开教学找合适的题外 ，还可以研究 自 己 的学生 ， 设计 、 改编

核心概念是指居 于学科 中心 ，
具有超越课堂之试题实现针对性 。

外的持久价值和迁移价值的关键性概念 、原理或方１ ． 对公式 的应 用
，
从定性到 定量 （如考 查压强 ）

法 ，是一种教师希望学生理解并能在忘记其非本质第 １ 题 下列情况中 ，砖对地面压强最大的是

信息或周边信息之后 ，仍然能应用 的概念性知识 。
（ ）

用核心概念来统领物理教学 ， 可以 帮助学生巩（Ａ ） 平放 （ Ｂ ） 侧放 （ Ｃ ） 竖放

固认识世界的基础 ，理清物理知识脉络 、将知识内 化第 ２题 砖重 １ ０Ｎ
， 放在水平桌 面上 ， 与桌面

为学生 自 己 的观念 ， 从而站在更髙 的位置上培养学接触面积为 ７ ２ｃｍ
２

，求桌面受到 的压强 。

生的科学素养 。第 ３题 砖重 １ ０Ｎ
，其长 、宽 、髙分别为 ２４ｃｍ

、

例 ３ 核心概念机械效率 的教学 。１ ２ｃｍ 、 ６ｃｍ 。 求将砖平放在水平桌面上时 ，桌面受

（Ａ） 机械效率 ： 有用功跟总功 的 比值 。到 的压强 。

（ Ｂ） 电热器效率 ： 水吸收的热量跟所消耗的 电第 ４题 砖 的长 、宽 、高之 比为 ４ ：２ ：１ ， 现将

能的 比值 。砖平放 、侧放 、竖放在水平桌面上 ，求砖对桌面压强

（ Ｃ） 热机效率 ： 转化成的机械能跟燃料燃烧所的最大值是最小值的几倍 。

获得的内能的 比值 。上面 ４ 题对学生 的要求逐步变化 。 第 １ 题只要

（ Ｄ） 燃气灶效率 ： 食物吸收到 的热量跟燃料燃求学生定性理解压强概念 ；第 ２ 题则要求学生能够

烧获得的 内能的比值 。应用压强公式 ，进行定量计算 ；第 ３ 题则要求学生能

（ Ｅ ） 发电机效率 ： 所转化 的电能跟消 耗的机械知道什么是平放及平放时面积的 求法 ，即 对学生用

能的 比值 。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 题的能力提出 进一步的要求 ；

以上五个都是对效率概念的理解 ，但意义是不第 ４ 题则是对第 １
、

２
、 ３ 题 的 能力要求的总和 。 另

一样的 。 其中 Ａ 是核心概念 ，
Ｂ 、 Ｃ 、

Ｄ
、 Ｅ 则是次位外 ， 比值也是初 中学生头疼的问题之

一

。

概念 ，是效率概念在具体生活情境中 的解读 ， 属于事２
． 对生活现象 ，

从选择可能性 ， 到 简 单说理 ，再

实性结论 。 教师在教学中将核心概念置于
一定 的应到设计 实验进行证伪

用情境中 ，可以使概念显得更生动形象 ，从而帮助学学生害怕设计类题 目 ，主要是平时真正动脑不

生理解 。多 、训练不足 ， 因此 ，需要针对学生情况设计题 目帮

但如果教师在教学活动 中 ，仅仅停 留让学生死助其思维得到发展 。

？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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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题 矿泉水在 冰箱 中放较长时 间后取出 ， 针对性的 习题能够有效带动学生的思维趋于正向发
一

会儿发现瓶外壁上出现小水珠 ，用干毛 巾擦净 ，等展
，
也能帮助学生客观地看待 自 己 的学习状况 ，以 问

一会儿瓶壁上又 出现 小水珠 。 小水珠是从哪里 来题的形式 引导学生对 自 己 的学 习状况进行监控 ，发

的 ？ （）现知识学习和思维 习 惯上存在 的问 题与不足 ，便于

（ Ａ ） 矿泉水瓶内的水往外渗透及时地予 以纠正 ，确保学习 目标的有效达成 ，真正达

（ Ｂ ） 矿 泉水瓶在冰箱 中外壁 结 了薄薄 的
一 层到核心素养要求下的教学要求 。

冰 ，在空气 中熔化了观念统领下的教学强调对概念和规律 的理解 ，促

（ Ｃ ） 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小水珠附着在进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帮助学生逐步形成科学认识世

矿泉水瓶外壁上界的意识 。 正如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

第 ２ 题 矿泉水在冰箱中放较长时间后取 出 ，
．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中所提 ： 要从实际情况

一

会儿发现瓶外壁上 出现小水珠 ，用干毛巾 擦净 ， 等和学生特点出发 ，把核心素养落实到学科教学 中 。

一会儿瓶壁上又出 现小水珠 。 试解释此现象 。核心素养是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

第 ３ 题 矿泉水在冰箱中放较长 时间后取 出 ， 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也是我们教育的核心 目标 ，

一会儿发现瓶外壁上出现小水珠 ，
用 干毛 巾 擦净 ， 等只有在教学过程 中不断让学生面对问题 ，讨论 、分析

一会儿瓶壁上又出现小水珠 。 于是两学生对此现象问题 ，解决 问题 ，才能让他们对物理充满热情 ，才 能

进行研究 ， 但观点不一致 。 小张认为这是矿泉水瓶养成 主动 学 习 、 探究 的 习 惯 ， 从 而真 正 发 展 素养

内 的水往外渗透后 ，附着在矿泉水瓶外壁上 ；而小吴教育 。

则认为是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成小水珠 附着在

矿泉水瓶外壁上 。 请你设计
一

个实验证明他俩的结参考文献

［ １］ 钱振华 ，徐在新 ？ 先修物理课程学什 么 ？

——美 国 ＡＰ 物理介

上面 ３ 题也对学生的要求逐步提高 。 第 １ 题只绍 ６ ９

要求学生进勺
■

选择 ，学生做对也可能是连蒙带猜 ；第 ［Ｊ］ ？ 课程 ？ 教材 ． 教 法 ，
２０ １ ５ （ １ ２ ） ：９ ０

—

９ ５

２题则要求学生 能够用学科语言名词进行说理 ， 能［３ ］ 冯华 ． 以 物理 观念统领物 理教学［Ｊ］ ， 课程． 教材 ． 教 法 ， ２０ １４

说出依据结论 ，对学生语言 的逻辑性提出要求 ；第 ３ （
８ ） ：７ ０

题首先阅读量增大 ，其次要求学生能正确判 断产生 ［４］ 钟启泉 ？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 核

现象
ｃ，

练习题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学生知识 内化度 ，有进一步追问 ［ Ｊ］ ． 教育科学研究 ， ２ ０ １ ４ （３ ）：５
－

１ １

（上接第 ２１ 页 ）

即 光滑楔形滑块以 ａ＝ｇ 的 加速度 向左运动我引 导学生得出 ，这时小球 的受力如图 ６ 所示 ，

时 ，小球刚好不受斜面的支持力 。但此时细线与水平方向 的夹角 不再是 ４ ５

°

， 因为此时

设问 ： 如果光滑楔形滑块 向左以小于 ｇ 的加速小球 已经
“

飘”

起来 。 拉力和重力 的合力提供了加速

度运动时 ，受不受支持力 ？度 ，所以 ，细线 的拉力为 Ｆ ＝ Ｖ＾ｍｇ 。

我引 导学生得 出 ，这时小球 的受力才如图 ３ 所通过教师 的点 拨不仅使学 生得到 了 正确 的 结

示 ，利用解法 １ 可求出细线 的拉力 。果
，知道了 自 己错在何处 ，而且使学生对理解物理情

设问 ： 当光滑楔形滑块 向左以 的 加速度运景的重要性有 了更深刻 的体会 ， 综合思维能力 得到

动时 ，受不受支持力 ？ 这时细线与水平方向 的夹角进一步提高 。

是多大 ？总之 ，利用作业 的批改和讲评进行前置反馈 、及

解 ： 当 斜 面 体 以时反馈和延时反馈 ， 各有独特 的 功能和效果 。 在物

ａ＝ ２
ｇ 的加速度 向左运动 ！ ！理教学中 ，充分运用各种方式的反馈思维 ，使其相互

时 ，受力分析如图 ６ 所示 ，
Ｐ Ｉ配合 ，相得益彰 ，这是一种教学艺术 ，值得我们在教

假设 Ｆ 与 水平 面夹 角 为
Ａ ？

、
、
、学实践中不断积累 ，在教学研究中继续探索 。

？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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