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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有效问题情境的创设

朱海英

（浙江省丽水中学 浙江丽水 323000）.

1. 问题的提出

问题情境是指个体觉察到的一种有目的的但又不知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心理困境，

也就是当已有知识不能解决新问题而出现的一种心理状态，其外在形式就是指问题的刺

激模式，即问题应以怎样的方式、形式组织和呈现，从而引起思维的共鸣。构建问题情

境的实质在于揭示事物的矛盾或引起主体内心冲突。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有利于引导

学生的认知冲突和学习兴趣，内化出主动思考的心理倾向，促使学生积极参与科学探索

活动，有助于学生科学观念的形成。但是，审视、反思我们的课堂教学会发现，问题情

境的创设存在着随意、低效的现象。例如情境与学习内容之间缺乏实质性联系，难以启

迪学生尽快进行探究活动，情境虚拟化，缺乏真实感，不能诱发学生充分的思维投入，

过于追求情境内容生活化、呈现形式活动化，冲淡了情境所蕴涵的科学思想，等等。因

此，在科学教育中如何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这个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突显出来。《高中学

生物理观念的形成、发展和评价研究》课题组从理论上借鉴了一些成熟的教育教学理念，

以及从实践的角度试图找到有效问题情境创设和高中学生物理观念培养的契合点。

2．有效问题情境的一般性特点

有效问题情境的创设是为了实现有效教学，而有效教学是指教师教学活动的客观规

律，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和物力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教学效果，从而实现特定的

教学目标，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教育价值需求。因此，结合教学实际，我们认为有效问题

情境当中的“有效”，应当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即有效果（对教学活动结果与预期教学

目标的吻合程度的评价）、有效率（教学效果和教学投入的比值）、有效益（教学活动的

收益、教学活动价值的实现，从操作层面上说，有没有效益是指教学目标与特定的社会

和个人的教学需求是否吻合及吻合程度的评价）。

学生的思维过程是由问题情境产生，而且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学生学习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解决问题，也是不断构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过

程。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其一，教师是合作者、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的责任就是“为

学生创设学习环境和条件”，让学生进行自我摸索和知识构建；其二，教师必须为学习者

创设真实的生活化的情景。应当说，建构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对传统教学模式发起了实

质性的挑战，优化了我们的教学模式。因此，不少教师（特别是在公开课，观摩课上）

为了迎合建构主义教学理念把课堂变成了作秀课，自由活动课，表面上热闹活跃，对于

科学本质的探索，往往随着下课的铃声嘎然而止。我们认为，忽视效率是建构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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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一大缺陷；所有科学问题必找生活原型，往往也会让学生对于科学、技术、社会

（STS）三者联系产生片面的理解，认为科学只是技术和社会的一个附属物，忽视了科学

对技术产生的导向作用，还有就是学生要从复杂的实际问题当中再作一个理想化模型的

提炼反而增加了理解科学原理的难度。

现在大多数的教师在做教学设计时都坚持：创设问题情境要引起学生认知结构的不

平衡，从而造成心理上的悬念，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把学生带

入一种与问题有关的情境中去。我们认为，有效的问题情境设置应以下几个特征：a、挑

战性（具有一定难度）；b、可及性（在“最近发展区”内）；c、直观性（情境与问题紧

密联系）；d、体验性（能引发学生的操作兴趣和探索欲望）；e、开放性（探索的方向和

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等等。

3．高中学生物理观念培养的有效问题情境案例探讨

根据高中学生物理学习的特点，结合观念培养的思维特征，我们认为：问题情境的

构建应当在整个教学过程的三个阶段（即引入新课阶段、传授新知阶段、新课结束及反

思阶段）中都有所体现，而且在每个阶段精心设置问题，使学生不断产生“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给学生提供学习的目标和思维空间，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学习，使学生的科学

观念在实践的检验中、思维的碰撞中形成和发展。

（1）“愤”、“悱”——构建引入新课的问题情境

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愤”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

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疑难状态；“启”则是教师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悱”

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有了一定的思考，但尚未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一种疑难状态；

“发”是教师帮助学生明确思路，弄清问题，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教师在

教学中要在充分了解学生的科学前观念以及能力水平的基础上，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形

成认知冲突，调动学生求知欲，激发学习动机，为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

情感基础。

[案例 1] {拔河问题，相关物理观念：力是相互作用的，相互作用的两个力等大、反

向}

牛顿第三定律的关键是对力的相互性的理解。案例问题：甲乙两队拔河，甲队获胜，

是否因为甲队的拉力大于乙队的拉力呢？在比赛过程中有哪些物理因素会影响比赛成

绩？

评析：问题以学生熟悉的拔河比赛为背景，学生的前观念往往认为，甲队的拉力必

定大于乙队的拉力，该案例具有直观性和开放性，可加深对力的相互性的理解。

[案例 2]（电路设计问题，相关物理观念：电动势大的电源不一定能对同一用电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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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多的能量）

教师在进行“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的教学时，可以先在示教板上设计如图所示电

路。再用电压表测出两个不同的电源的电动势 E1=3V，E2=9V。将开关扳到位置 1，小灯

泡正常发光。接着让学生讨论、猜想：如果老师把开关扳到位置 2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评析：闭合电路的欧姆定律是恒定电流这一章中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此题大多数学

生讨论的结果是认为灯泡会烧毁，而实验设计时，用的电动势为 9V电源内阻远大于电动

势为 3V的电源的内阻，结果是灯 L 的只发微弱的光，从而引发学生认知心理上的矛盾

与冲突产生问题情境。该案例的设计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直观性。

当然以问题情境引入新课的方法还有很多，上面两案例同属于错误前观念引发认知

冲突问题。教师在物理教学过程当中利用历史上的“物理悖论”和因知识理解而引发的

佯谬问题设置情境也不鲜见。物理悖论与佯谬，是因发展过程中理论的不完备，或因学

习认识局限性而产生的，其间浓缩丰富的物理思想，极易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教材中

可用的事例很多，如“力维持物体运动”佯谬，亚历士多德“落体”佯缪、永动机佯谬、

光折射中的“光路可逆”佯谬等等。

（2）“激”、“奋”——构建新课教学的问题情境

在新课教学过程中，应该自始至终将解决学生从不知到知，从错误、片面、肤浅的

认识到正确、全面、本质的认识作为课堂教学的主线，这条主线离不开师生之间提出问

题、解决问题的双边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创设目的明确、价值率高的问题，通过学生自

己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引起内心愉悦，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潜能，从而受到极大的鼓舞。

这样学生才会情绪高涨，参与意识强烈，正如心理学家赞可夫所说：“教学法一旦触及学

生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这种教学法就能发挥高度有效的作用。”。

[案例 3]（范氏起电机引发的问题，相关物理观念：电场是客观存在的，是带电体周

围的一种特殊物质）

教师通过可见度较大的范氏起电机，使金属球带电后对周围一系列带电小球产生相

互作用，让学生间接观察，感受场的存在，给学生足够的感官刺激。接着，让一位学生

站在绝缘板上，用手触摸范氏起电机的带电金属球，结果人体带电后头发竖起并散开。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提出这样一些问题：a、小球为什么会张开一个角度？b、小球与金属

球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是通过何种物质作用的？c、小球放到不同位置上丝线张角为什么不

图 1 电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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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等。

评析：“电场”这节教材，学生学习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太抽象，场看不见，摸不着

又无处不在。如何使学生确实相信场的存在，是关键。演示实验和学生的体验以及问题

的提出等一系列的教学行为，激发学生对带电体相互作用现象的思考，引导学生运用已

学的库仑定律和力的知识分析现象。这样教师即步步抓住了学生的好奇心理，又使学生

能够得到成功的体验，学生的学习热情自然能始终处于高涨状态，学生建立“电场”的

物质观提供了可信合理的条件。

[案例 4]（九龙杯问题，相关物理观念——光在从一种介质进入到另一种介质时会发

生折射现象）

本课题组在上《光的折射》这一节内容时，曾在导出折射定律后设置了一个情境：

相传在我国古代有一种盛酒玉器称九龙杯，这九龙杯一共九个。据说源自康熙年间，通

体玉白，唯注入正宗的茅台酒后，杯底里面会现出九条龙在飞舞的影相。试从折射定律

的角度来分析。

评析：这个案例的设计初衷认为该问题背景简单，情景充满趣味，没想到学生一看

到这个问题，开始对其历史的渊源还有茅台酒，当然还有不少同学对其设计的工艺发生

了兴趣，课堂一时热闹非凡。在教师引导下，同学们是开始探究了其中的物理原理，比

较集中的难予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为什么是茅台酒注入才可以看到，其它酒就不行？如

果直视杯底就能看到影相，由折射定律如果光线垂直地射入介质，光路应当没有发生偏

折，那又是什么原因？提出这些问题后，学生们对运用折射定律来解释，感到茫然。教

师也只听说过了九龙杯，自己也未真正了解其中奥妙。事后反思，同样是让学生运用折

射定律解释实际问题还不如换作倒水见杯中硬币这个传统的演示实验更为合适。这就是

前面所提的有效的问题情境应既有挑战性又有可及性。

（3）“拓”、“验”——构建课后反思的问题情境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学生科学观念的培养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作为教

学的延伸和观念的巩固和检验，在新课结束后，设置一些拓展性、开放性问题，激发学

生进一步质疑。开放性问题因所涉及的解题信息资源、知识运用领域、解题策略手段等

的开放性，就可以扩大学生学习活动的心理空间。更能活跃学生的思维，使新旧知识和

观念发生有机联系形成良好的知识结构和观念体系。

[案例 5]（天体问题，相关物理观念：空间宇宙观）

教师在上了“万有引力定律”后，提出以下问题：

A、一艘运载火箭大约需多长时间才能抵达月球?

B、如果有一条隧道正好通过地球的球心，有小球从地表掉入这个隧道，那它会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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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C、（2000年全国高考上海试题）试根据一名宇航员“漂浮”在地球外层空间的照片

（图略），提出与物理有关的问题。

评析：前两道题是虚拟的，但是对拓展学生的思维，引发认知冲突还是相当有效的。

而第三道题是上海高考改革的一个信号，可以说是开放性试题设置的一个开端，让不同

学力的学生能够找到知识的切入点，为他们构建知识的平台，它要求学生能从照片中提

供的情景与学生的已有的物理知识建立联想，多渠道检索信息，从中寻找出有意义、有

价值的问题，如：此宇航员是否受地球引力的作用？此宇航员受力是否平衡？宇航员背

后的天空为什么是黑暗的？宇航员是怎么进行信息交流的？他们如何进行日常生活的？

教学反思阶段的问题情境设置如果能同时满足前面所说的五个特性，则一定能为学

生科学观念的形成、巩固及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4．结束语

在科学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当中，教师每一个花费时间创设的情境都会提高或降低

其教学质量。有效教学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理念。本课题组对物理观念培养的有效问

题情境的创设进行历时三年的研究，已初见成效。当然我们知道衡量有效教学的唯一标

准是学生有没有在原有基础上获得进步和发展，而非教师有没有完成教学任务，而对有

效问题情境的创设正需要我们通过课堂的实践来不断地验证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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