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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认知发展理论的高中物理教学情景创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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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是在就是不断地进行同化与顺应的过程。将头脑中已有的观念与新知识直接融合的过程就是同

化，但顺应却是新知识必须以改变脑海中原有观念的基础上再相互融合。对于物理学科而言，物理概念大多数都是相互联系与发

展的，而学生对物理现象的总结，大多是与以后要学习的物理概念是相符的。对物理现象的正确认识可以促进学生在物理课堂上

的学习，本文将认知发展理论与高中物理教学情景创设相结合，旨在促进学生对于高中物理的学习，提高学生物理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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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意义

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获得大量的感性材料，并对生活中

的物理现象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最新的课程标准对物理学科

的教学要求从过去以教师为课堂的核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

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多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以及学生

的学习情况，以学生的这些情况为基础，来确定教学方法以及

目标，提高学生的思维逻辑以及认知结构体系。培养学生的主

动思考，敢于提出质疑的能力。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

（一）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儿童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

高中生正处于儿童发展的形式运算阶段，他们的思考方式逐渐

形成固定模式，他们的抽象思考和逻辑运算能力逐渐展现出优

势，但还需要教师进行系统的、正确的引导，使其思维模式逐

步建立和发展。学生认识新事物是在大脑原有认知的基础上不

断相互碰撞、重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原有知识的存数量，

对新知识获取的能力，以及发生这种相互作用的情景都影响着

学生认知结构的建立与发展。 

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是冲突学习的出发点，在原有的知识

上，不论是同化还是顺应都是建立在冲突的基础上，学习的过

程是知识激烈的碰撞过程，这一理论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获取

性，是学生不断提出问题、思考假设、反思总结的过程，而不

是教师将知识内容一味的灌输，学生被动接受的过程。

（二）奥苏泊尔

奥苏泊尔提出学生的已有知识是十分重要的，并且认为已

有知识与新知识之间总是相互作用的。学习的过程就是知识发

生迁移的过程，这种迁移分为三类，第一种为正迁移，是两种

学习之间的促进作用，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第二种是零

迁移，是指两种学习之间没有相互作用，互不影响，互不干扰。

第三种是负迁移，是两种学习间的消极作用，相互阻碍对方学

习的发生和知识的获取。

物理教学要提高学生的学习正迁移，避免负迁移的出现，

因此要了解学生头脑中已有和新知识的相似处与不同处，以学

生已有知识作为学生学习新知识的起跳板，并在这其中寻找已

有知识中最稳定的固定点作为学习新知识的“最高”起跳点。

以此作为踏板，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教学情景创设——以磁场 磁感线为例

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在短时间内效果并不明显，但经过长期

的积累，对于学生的学习有质的飞越，借助创设联系生活实际

的教学情境，将物理知识联系生活实际，引起学生的好奇心和

积极性，建立正确的物理概念。使学生的新旧知识认知结构体

系更加完整牢固。同时也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养学生主动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理念。

（一）多媒体教学情景创设

在多媒体上展示一段磁流体雕塑的视频，在播放前向学生

介绍磁流体，磁流体是一种新型的功能性材料，它既具有液体

的流动性又具有固体磁性材料的磁性，但该流体在静态时无磁

性，有磁体与其相互作用时，才表现出磁性。在视频播放的同

时让学生仔细观察，并提出问题：为什么磁流体会克服重力向

上运动？为什么视频最后磁流体又由于重力向下滴落？

有关磁学的知识学生刚刚接触，这与前面所学的能够具象

化的物理概念不同，磁是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物质，对学生的

抽象思维能力要求较高。多媒体近些年在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同时在教学中的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可以拓展学生

学习的视野，尤其是对于物理学科而言，能将与物理知识相关

的生活现象直接展示在同学面前。因此磁知识与学生能亲眼看

的实际生活现象相结合，用艺术作品创设教学情景，提升学生

学习兴趣的同时，让学生认识到物理学科的广泛性与应用性。

（二）实验教学情景创设

用事先准备好的实验材料，玻璃杯、塑料瓶、磁铁、直尺、

硬币，进行实验，将两个玻璃杯相隔一段距离放在两侧，支持

放在玻璃杯上，在直尺的上方中间部位放一块磁力较强的磁铁，

硬币从桌面上一次竖立叠加，硬币能够依次重叠起来而不会倒，

用木棍在磁体与叠加硬币间划过时叠加的硬币也不会倒，当把

磁体拿走时，叠加硬币倒塌。

根据实验现象，对学生提出问题，磁体时硬币不会倒塌，

磁体拿走时硬币倒塌，是磁体对硬币有吸引力，为什么磁体没

有与硬币接触就对硬币有力的作用，磁体通过什么对硬币施加

力呢？由此引出磁场的存在，让学生理解磁体周围存在看不见，

摸不到，但却客观存在的物质，它对硬币有力的作用。

实验是物理教学创设学习情境较好的方法，让学生通过提

出问题、设计实验、制定计划、进行实验、收集数据、归纳总结，

逐步认识理解物理知识，感受物理思维的建立过程。学生能在

物理实验中感受到物理学科的严谨性与科学思维。

四、总结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动获取知识使学习更有效率，而教学

情景的创设不但可以建立让学生便于获取知识的环境，激发学

生主动学习的兴趣，还能创设学生认识中的不平和，同时又不

超过学生的已有的认知发展水平，让学生通过自己不断思考建

立认知结构，提高学生物理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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