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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高中物理课堂教学中问题情境创设探析 
◆宝•毕力贡巴雅尔 

（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第二中学  834499） 

   
摘要：物理是重要课程，让学生在特定情境中思考生活中的物理问题，

对于他们认知体系的完善、学科成绩的进步、综合能力的发展而言会产

生积极的影响。高中阶段，教师必须掌握问题情境的有效创设方法，根

据学生的实际需求设定规范的教学步骤，在良好的课堂氛围里构建和谐

师生互动关系，从而提高教学质量，这更利于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加

快。本文具体研究中高中物理教学中问题情境的创设，希望能为其他教

师实践思路的转变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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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高中时期的学生们基本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特殊思维方
式，他们乐于参与课堂活动，但是抵触“灌输指导”，不希望教
师限制到他们抽象思维的充分活跃，学习能力的迅速提高。创设
问题情境，提供体验机会，十分符合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因
此，在具体实践中积累经验、总结教训就显得至关重要。笔者认
为，我们高中物理教师还是应该坚持以生为本、因材施教原则，
为全体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关于问题情境的创设，需要做
好以下工作。 

一、培养学生科学思维 
高中物理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前，教师一定要了解一下学生

的实际情况，包括他们的思维习惯、认知水平、兴趣爱好、性格
特点等。在循序渐进中运用科学思维的培养策略，指导学生一边
分析问题一边提升自己，远比直接灌输的效果好得多。学生学习
的本身就是一个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学生大脑
中要有问题，想要提出问题，因此，创设问题情境就是要让学生
脑中有问题，这样才能发挥个人的长处去思考解决问题[1]。如在
学习“电动势”时，先让蓄电池、干电池、小手摇发电机作为灯
泡的电源，比较结果，得出：虽然都能够使灯泡发亮，但是亮度
是不同的。这表明不同的电源都能转化为电能，接着带领学生测
量电池两极间的电压变化情况，还可以试着测量内电压，或者观
察电路中的电阻变化，认真发现问题，进而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
变化，这样学生就踏上了探索的道路。 

二、主动联系物理学史 
物理学的发展史上有许多佳话。上课时，用形象生动的语言

描述历史故事，让学生进入特定的人文情境，让学生领会研究物
理的方法、思路。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伽利略等科学家不
仅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更具有惊人的观察力。让学生明白成功并
不是那么容易取得的，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坚定的追求和坚强
的意志。如在教学“单摆”时，讲 19 岁的伽利略如何一次次地
观察教堂铜吊灯随风摇摆的现象，他又怎样一次次地计量，终于
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得出了摆动时间与物体质量无关而与
摆长有关的结论，从而总结出摆的等时性原理。讲共振时，可先
引用 1831 年一队骑兵通过曼彻斯特附近的一座便桥时，由于马
蹄运动节奏比较一致，使桥发生共振而断裂。又如讲述反冲运动
时，描述我国古代就发明了火箭，火箭上扎一个火药筒，火药筒
前端封闭，火药点燃后生成的燃气以很大的速度向后喷出，火箭

由于反冲而向前运动，因此古人在战争中获得了优势，而后人又
依此发展了现代火箭技术。详细而生动的描述与分析，吸引了学
生的注意力，寓教于乐，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使学生了解
了科学发展的曲折，以及科学家的敏锐的观察和科研方法，培养
了学生尊重科学、热爱国家的高尚情操。 

三、善于借助媒体技术 
有些物理实验现象转瞬即逝，不易观察，我们可以利用多媒

体课件的可控性、分解性、再现性等功能，把这一具有瞬时变化
的物理现象放慢[2]。如讲授“简谐运动”一节时，利用多媒体制
作弹簧振子的理想模型进行模拟演示，讲解分析弹簧振子的受力
和运动情况，既可进行动态分析，也可对振子振动的任何时刻任
何位置进行分析，使过程分析更形象化。另外，还有一些实验，
如带电粒子在电场中运动、牛顿第一定律、波的干涉和衍射、电
流的形成等等，都可利用多媒体技术模拟再现物理情景。 

四、学生思考生活问题 
高中物理知识的学习，要求学生主动思考生活问题[3]。如介

绍“衡量惯性的指标”时，很多学生都会错误地以为是速度决定
物体的惯性。此时教师可以创设一个适当的情境帮助学生正确理
解惯性。首先提问子弹和铅球这两个物体谁的惯性更大，大部分
学生的答案应该都是子弹，因为他们想象的是从枪里发出来的子
弹。教师接着提问，若 5 米外站着两个学生，分别将手中的铅球
和子弹扔给你，你敢接哪个，并能阻止其运动？此时学生的回答
肯定就是子弹了。再向学生深究原因，学生便自然而然地联想到
惯性的概念，并得出铅球的惯性更大的结论。然后引导学生思考
铅球和子弹的区别，很容易就得出质量大的物体惯性也比较大的
结论。从而帮助学生纠正了之前的错误想法，并让学生真正理解
了惯性的衡量指标。通过联系生活来理解物理原理，并用物理知
识解释生活现象，这让学生充分体会到物理寓于生活，并将物理
用于生活的乐趣。这有助于转变学生的学习态度，使学生从被动
学习转变为积极主动要求学习，这就是生活化教学的魅力之所
在。 

结语 
问题情境的创设策略是多种多样的，效果也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只要我们教师能够紧密结合教材内容，结合学生实际，结
合学科特点，再加上教师的耐心、用心、责任心，就能够在高中
物理课堂上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通过联系实际生活、实验和物
理学史等知识让物理这门在很多学生看来比较抽象深奥的学科
变得直观形象，易于接受。 

 
参考文献： 
[1]李丽.创设有效情境，激发物理活力[J].华夏教师，2019

（09）66-67.  
[2]温晓辉.高中物理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的策略[J].学周

刊，2019（5）122-123. 
[3]张家明.高中物理教学中关于问题情境的创设[J].教育理

论与实践，2018（35）4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