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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物理单元教学中的“问题链”设计研究
申运涛

（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第二中学，新疆 克拉玛依 833699）

摘要：在高中物理课堂教学中，单元教学是很显著的教学模式。高中物理教师在开展单元教学时，规范设计“问题链”，用问题来

引出教学要点，能帮助教师改善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学习能力。高中物理教师在设计“问题链”的时候，要注意分析核心内容和目标等，

保证“问题链”的真实有效，并且让学生通俗易懂地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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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链”具体指在对应的学习活动中，遵循逻辑性而建立

的连续性的问题，它包括三个或者大于三个的问题。教师组建“问

题链”旨在实现一些教学任务，基于高中生对本学科知识的掌握

熟悉程度，对学习活动中的部分学习内容和难点，设计成具有系

统性和逻辑性的教学问题。

一、高中物理大单元“问题链”在教学中的价值

我们可以把高中物理课堂看作一个整体，整体中又包含很多

教学环节，所有的教学环节中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用整体的眼

光去观察物理课堂的一节课，肯定会发现其中的“问题链”，物

理课堂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离不开问题链的帮助。物理课堂中

融入“问题链”，避免高中生学习的时候走弯路，引导他们一步

步去剖析问题，从而加深思维印象。“问题链”在教学中的价值

就是引导学生投入到学习中，通过不断揣测问题和思维想象，达

到最终学习的目的。

例如，在进行“平抛运动”讲解时，其教学任务：抓住平抛

运动的主要特征，能够识别哪些事例是平抛运动的范畴；学生能

够轻而易举地掌握合成和分解的方法；最后，学生能够单独完成

平抛运动的实验活动。教学任务重要的一点是探索知识点——合

成和分解，用它来诠释平抛运动，更深层次地获得平抛运动的法

则。阻碍教学任务进行的难点，无非是这种问题：如何把平抛运

动剖析成“（水平 + 竖直）的匀速直线 + 竖直自由落体的运动”。

教学任务的有序开展，或者是剖析教学核心和困难点，“问题链”

的作用不容小觑。

二、大单元教学“问题链”设计研究

（一）“问题链”设计方法上

1. 设计方法要有目的性

高中物理学科的“问题链”设计方法要有目的性和方法性，

物理知识点拆分开来，然后针对教学需求再进行重组设计，从物

理核心要点出发，以物理问题为导线，最终完成对问题的剖析和

解答。组建“问题链”时，不妨采用陈述句来讲明问题的关键点，

然后在转化成疑问句，再通过一个个的问题来围绕中心点展开，

期间必须要注意物理语言的合理性。

例如，高一物理必修第二册第八章“机械能守恒定律”，在

进行机械能守恒定律实验时，不妨这样组建“问题链”：解释机

械能守恒定律——自然界有很多种能量，不同种能量之间可以相

互转换，那机械能有哪些——机械能守恒是什么意思呢——我们

如何设计一个实验来验证机械能守恒——这个实验研究对象是谁。

2. 设计方法要多样性

（１）多贴近生活，通俗易通

在进行物理教学的时候，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身边的一些

物体和实践来转化成问题的载体，增强“知识来源于生活，并被

应用与生活”的这种意识。设计方法多贴近生活能够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问题链”，学生也乐于去探究和发现。

（2）进行科学实验，增强主动性

物理教学离不开实践操作，在日常的实践活动中，学生通过

动手操作才能感知到问题，并深入研究问题。教师把知识点转化

成实验操作时，学生更愿意投入到这种学习状态中，更提升了综

合能力。结合科学实验让学生形成“脑力 + 动手”探究模式，更

能丰富“问题链”的内容。

（3）利用科学实例，保证科学性

科学实例是很有吸收价值的，其中包含大量的问题科学实例。

教师利用课下时间整合与物理知识有关系的科学实例，以学生的

知识认知为基础，设计合理的“问题链”。这样能够鼓励学生去

探索知识的内涵，然后不断地运用知识，在不断地探索中，来提

高自身的知识水平。

（4）利用互相探讨，保持差异性

学生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教师要看到学生们的不同，

教师组织学生多讨论发现其他学生的优点，然后取长补短，来保

持“问题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二）“问题链”设计过程中

基于大单元教学的新模式下，物理教学中“问题链”设计过

程也要不断创新。通过对物理知识的整合重新抓取核心内容，明

确指出学习目标，进而设计“问题链”，可采用“问题链”+“子

问题链”设计方法。

1. 整合物理大单元的核心内容，针对性学习

物理大单元指的是按照物理课程的标准，以物理学科的一部

分内容为核心，然后根据这部分的内容进行相关知识的组合。通

常情况下会按照一定的原则来整合核心内容，直接按照课程标准

的要求，把物理教材中的单独单元作为学习单元，首先解析课程

标准中和核心内容有关的模块，然后整合单元内容的框架，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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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单元学习的内容。

例如，在讲解力学单元时，人教版高中物理教材必修一和必

修二中，分成“静力学”“动力学”和“运动力学”这三部分核

心主题，要整合出单元内容的框架，然后对应的关键内容。

2. 明确物理单元教学任务，掌握整体知识点

单元学习任务是学生在学习了某一个单元之后达到的学习效

果。重点课时任务存在于单元任务中，单元任务统领课时任务，

比课时任务更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另外，课时认识也是单元任

务的分化，它比单元任务更详细和周祥。设计单元任务要从单元

整体布局开始，不仅要体现知识点之间的整体构架，还要明确知

识内部的逻辑性。设计单元任务能帮助学生了解整体的知识框架，

给学习过程指引正确的方向，让教师妥善地整理和规划教学任务。

单元任务也能帮助学生加深对整体知识点的掌握，帮助他们

更好地吸收学习。

3. 设计有效的单元教学“问题链”，调动学习积极性

设计单元教学“问题链”的目的是充分鼓励学生参与到学习

中去，让学生主动去研究物理课堂的知识点和问题，启发学生的

逻辑思维能力。物理教师要整合课程的教学任务、教学知识和教

学价值观，探索物理教材中所包含的思维理念和科学内容，基于

此设计出来的“问题链”才能符合学生的认知情况。

例如，在人教版高一物理必修第三册（2019 版）中，第十

章“静电场中的能量”，各种物理对静电场的分析无疑是在不

同的角度来解析静电场，然后再根据教材中所体现的知识点和

各个章节教学任务，来设计静电场单元的“问题链”：怎么描

述静电场——怎么解释静电场——如何利用静电——电场线是

如何分布的。

4. 设计大单元教学：“问题链”+“子问题链”

我们可以把大单元教学比喻成一栋房屋，而大单元教学的“问

题链”就是房屋的整体结构，而砖瓦和建筑材料就是课堂活动和

内容。如果想要房屋坚固，教师就要在大单元教学“问题链”中

高中单元教学“问题链”上探索设计前提下，根据教材，再针对

每一个物理问题开展“问题链”。在这里大单元教学“问题链”

就是大方向，而物理单元教学“问题链”就是每个知识点的关键点，

开展起来就是“子问题链”。

（三）调整课堂教学模式

教师可以按照课程基本知识链和所包含的逻辑性，在保证每

节课都有充足的探索内容的时候，针对不同的关键点，来开展教

学方法。比如直接教授法、学生互相讨论法、教学实验法等，还

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实验活动、课堂演练实习等。

例如，教师可以创造合适的情境来带入学生们学习课程知识，

从而设计“问题链”。教师高高的拿起课本，然后挪动桌子，再

扶住讲台，紧接着提出问题。为什么教师能够用手拿起课本，却

撼动不了讲台呢——摩擦力是什么——摩擦力产生的条件有哪些。

教师通过设立情境，引出“问题链”，然后教学知识点也就应运而生，

教师就可以顺利开展教学。

三、大单元视角下设计“问题链”设计原则

物理教学组建“问题链”属于新式教学，符合大单元视角下

开展教学的要旨。但“问题链”要基于合理原则。

（一）整体性与局部性相结合

大单元“问题链”比物理教学“问题链”涉及到的知识面更广，

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所以，在进行单元“问

题链”的设计时，一定要注重全局意识，从整体布局上分析整个

大单元教学，同时也要考虑到物理教学的具体内容。基于此，应

该根据大单元视角和物理教学的实际内容来整合单元教学任务和

关键点，根据全局性和整体性来组建“问题链”，所涵盖问题要

保留衔接和关联。

例如，必修１中“运动的描述”这个单元，教学任务大范围是：

建立质点模型和掌握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的等描述运动的。教师

基于知识点不妨如是组建“问题链”：怎么确定物体发生了运动——

简单描述一下物体的运动位置——位置变化的时候要关注哪些问

题——怎么表现出位置变化的快与慢。在具体的某一课程中，也

要遵循教学任务和关键点的“问题链”，这样更为具体，帮助学

生深层次地掌握知识点，从而形成正确的运动观念。

（二）注重科学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不管是设计大单元还是物理教学的“问题链”，理应很好地

掌握科学性和趣味性，只有科学性 + 趣味性才能保证“问题链”

的真实有效。组建“问题链”时重视科学性，涵盖科学性+合理性，

并按照学生的认知情况和逻辑能力来进行的。设计问题保留趣味

性，问题要涵盖有趣 + 亮点，学生自觉投入到学习中。任何学科

的学历都要以科学性为前提，然后适当地进行趣味引导，这样才

能改善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

例如，在进行“运动的描述”单元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这

样的模式来开展“问题链”：寻找生活中比较有趣味性的运动的

物体，玩耍的小孩、奔驰的列车、掉落的雨点……怎么描述这些

事物的运动呢——要直接描述可能面临什么问题——如何应对问

题呢。它们来自于生活中很常见的事物运动，学生很熟悉，教师

展开“问题链”，学生极易加入。问题的趣味性还是很有必要的，

既能明了地展示教学知识点，又能把学习知识点变得简单有趣，

帮助学生爱上学习。

四、结语

基于大单元教学新模式，重新整合物理教学模式，把“问题

链”融入到日常的物理课堂中，不仅能帮助学生分析物理知识点

的构架，掌握物理教学的核心知识点，增强科学思维能力，同时，

还能充分地利用一切教学资源，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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