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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中物理核心素养问题教学法的策略研究 
——以《抛体运动的规律》为例 

李应龙  冯宇  卢世才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中学  广东省深圳市  518107） 

摘要：为了落实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本文根据新课程标准对核心素养的培养和建议梳理了物理核心素养四个目标与问题教学

法的联系，提出了核心素养下问题教学法的实施路径，并以“抛体运动的规律”为例提出了具体可行的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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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所谓的问题教学法，就是利用问题来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让

学生在寻求、探索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中，掌握知识，发展智力，

培养技能，进而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问题

教学法本身也是一门历史悠久的教学方法，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问

答法到苏联的马赫穆托夫的问题教学法及美国杜威的五步教学法，

历史上关于问题教学的探讨与研究可以说是数不胜数[2]。现在不少

专家学者提出的问题驱动教学法[3]、问题启发式教学法[4]、问题导学

探究式教学法[5]、问题推进式教学法[6]等。不管是哪一种教学方法，

其本质是不变的，问题是此类教学法的核心与心脏，所有的教学活

动都是以问题的提出、研究、分析、解决而展开的。然而，现行的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就提出要落实物理学科核

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就要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倡在教学中应该注意创设物

理问题情境，培养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7]。因此，如何基于物理核

心素养开展课堂教学就成为广大一线教师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

高中物理必修二“抛体运动的规律”的问题教学法为例，探讨了如

何在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 

2 问题教学法与物理核心素养的联系 

2.1 问题教学法与物理观念的联系 

“物理观念”是从物理学视角形成的关于物质、运动与相互作

用、能量等的基本认识，是物理概念和规律等在头脑中的提炼与升

华；是从物理学视角解释自然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可见，

物理观念的形成是离不开问题的，只有在平时的学习中不断的创设

问题情境，通过生活中的问题与物理问题相联系，才能够在潜移默

化中培养学生的物理观念素养，从而让学生能够将现实生活中的问

题抽化成物理问题，从物理视角解决生活难题，这样才能受益终身。 

2.2 问题教学法与科学思维的联系 

科学思维主要包含模型构建、科学推理、科学论证、质疑创新

等要素。而问题教学法里面也强调创设问题情境，创设基于真实生

活或现实问题的问题情境，这样的问题情境对学生物理模型的抽化

和构建是有帮助的。另一方面，在问题教学里面，通过提出问题，

引领学生用严密的逻辑思维进行推理及论证，通过这样的问题对话

方式培养学生的推理论证能力。与此同时，教师通过在问题教学中

提出问题的方式，也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学生的问题水平，学生自己

也会对生活中的现象形成思考、质疑的能力。可见，问题教学法与

学生科学思维的培养是息息相关的。 

2.3 问题教学法与科学探究的联系 

科学探究是指学生能够经过观察与实验提出问题，猜想与假

设，设计实验方案进行论证，处理数据得出结论、并在实验过程中

具有交流、评估、反思的能力。在问题教学法中，教师会提出问题，

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通过问题进行理论的、实验的

探究。而在探究的过程中也是通过问题架构注重师生间、生生间的

交流与互动。可见，问题教学法的教学环节对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

素养是大有裨益的。 

2.4 问题教学法和科学态度与责任的联系 

科学态度与责任是指严谨求实的态度以及推动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责任感。学生的科学态度与责任素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提出问题，通过问题情境引领学生对生

活的感悟和感知能力，培养学生质疑创新、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与此同时，通过大量的真实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促进

学生主动探究的欲望，从而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对社会的感知与推

动。所以，高中物理问题教学法对物理核心素养下的科学态度与责

任的培养息息相关。 

3 核心素养下物理问题教学法的具体应用和落实 

3.1 明确教学目标，落实核心素养 

教学目标是一堂课的灵魂与核心，为了落实高中物理新课程标

准对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要求，在教学中，教师需要明确知道每堂

课的核心素养教学目标，认真梳理每堂课核心素养各个方面的要

求，只有将核心素养目标的培养放在首位，放在心里，才能在教学

之前设计出有针对性的问题，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有的放矢，提高课

堂效率，努力达成目标。 

例如，在人教版高一物理必修第二册第五章第四节“抛体运动

的规律”教学中，其核心素养四个维度的目标可以这样制定：（1）

物理观念：通过抛体运动的学习，培养学生运动与相互作用的物理

观念，能够利用抛体运动知识解释生活中相关物理现象；（2）科学

思维：通过实际生活情境，加强学生从实际抽化物理模型的能力，

加强学生对曲线运动处理方法的体验，培养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思

维能力；从平抛运动的研究到一般抛体运动的研究，培养学生从特

殊到一般的归纳能力；（3）科学探究：通过实验探究，引导学生提

出问题、猜想、论证的科学探究方法，通过小组问题交流合作学习，

培养学生与他人交流的能力；（4）科学态度与责任：通过物理问题

的解决，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从物理视角解决

实际问题的意识。 

3.2 联系生活实际，创设问题情境 

物理核心素养的培养与问题情境的创设有非常大的相关性，在

创设问题情境之前，教师需要结合教学内容考虑学生已有的生活经

验，如果教师能够在这些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建构物理概念，学生就

可以比较容易地理解并加工成深层次的概念[3]。与此同时，熟悉的

生活场景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探究兴趣，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核心素养的培养，离不开问题情景，更重要的是生活情景应

该跟实际生活相联系，以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为原则，让学生在熟悉

的熟识的情景中获得无形的知识和能力。 

例如，在“抛体运动的规律”的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教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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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多媒体展示运动场上投篮运动的动画、游乐场中水平射击出

的弓箭、从悬崖落下的瀑布动画、动作片里飞车跃楼等真实情景，

通过这些生活中可见的真实的图片及视频的展示，激发学生的兴趣

继而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之前都学习了哪些运动？哪些运动各有

什么特点？刚才大家所观察到的图片和视频里的运动和我们之前

多学的运动是一样的吗？这些运动有什么共同特点？通过这一系

列大家熟悉的知识和场景并尝试提出类似的层层递进的问题从而

导入本节课，不仅为后续知识作了相应的情景铺垫更起到了顺理成

章的进入这一知识的学习的作用。 

3.3 提出核心问题，分析解决途径 

除了课程的导入是需要问题的引领，在必备知识关学习的环

节，教师同样需要通过大量生活情境的创设并从这些情境中提出本

节课的核心问题，通过核心问题的引领，引发学生的思考。在这里，

核心问题并不只是一个问题，如果遇到的核心问题难度比较大，那

么教师就要想方设法把问题进行拆解，以问题链的形式将问题一层

层剖析递进，通过这种台阶式的问题情境，让学生逐渐靠近核心目

标，以期达成教学目标。有时候学生的回答并不一定能朝着教师的

预期发展，这时候教师不能急于否定学生的答案，而应该灵活引导

学生抓住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逐渐靠近核心问题。只有当学生

直面核心问题，深入思考后，才能够通过教师的问题引领，达成核

心素养培养问题。 

例如，在“抛体运动的规律”新课教学环节中，教师通过多媒

体展示图片和视频后，需要引导学生探究出抛体运动的规律。如果

教师直接提出这样的问题：（1）以上情境的共性是什么？那么学生

的回答一定是五花八门的，和教师预期的探究目标相距甚远。为了

解决这一核心问题，教师可以以下面的问题链形式提出：（1）上述

运动的轨迹有什么特点？（2）这些运动的受力是怎样的？（3）这

些运动在平时生活中是怎么命名的？（4）这些运动初速度方向一

致吗？根据初速度方向的不同，你觉得可以怎样分类？ （5）如何

定义平抛运动？平抛运动的初速度和受力有什么特点？通过这样

的逐层递进的问题链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了他们在问题情景中抓

主要舍次要的模型构建能力，培养了他们的科学思维能力。 

3.4 基于问题引领，完成实验探究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重要学科。所以，在问题教学法中，

问题的解决经常需要借助实验的探究达成教学目的。但是，在此过

程中，教师要注意创设一些开放性的实验，注意引导学生通过现象

学会观察、思考，并通过猜想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探讨出符

合实际情境的实验方案并进行实验研究，获取客观真实的数据，处

理数据，得出规律结论。 

例如，在“抛体运动的规律”这节内容中关于平抛运动的规律

学习，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平抛运动水平方向的受力和竖直方向

的受力情况，并分析水平、竖直方向初速度的特点，进而让学生猜

想平抛运动水平方向的分运动和竖直方向的分运动的运动性质。教

师给学生提供平抛运动演示仪，并介绍平抛运动演示仪的原理。学

生根据自己的猜想设计实验，分小组合作利用演示仪对自己的猜想

进行实验探究，通过分析实验结果验证猜想，得出结论。 从而通

过此步骤，培养了学生科学推理与科学论证的能力，落实了学生科

学思维与科学探究的核心素养培养。 

3.5 围绕问题中心，组织合作交流 

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不是教师的一言堂能够落实实现的。在问

题教学中，教师除了适时引领，还应该增加学生合作交流的机会。

同学间的交流、合作甚至于辩论能够加强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与

构建，也能够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及科学探究的能

力。但在小组合作中，教师要注意将学生合理的分组并明确提出需

要探讨的问题目标，让学生围绕问题中心进行合作交流。在这个过

程中，教师需要适时指导学生帮助他们共同解决问题。 

例如，在学习平抛运动的规律后，教师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

1、做平抛运动的物体，运动时间由什么物理量来决定呢？2、平抛

运动的水平射程又由谁来决定？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问题。通

过学生小组合作可以解决课堂里的难点重点，加深学生对物理知识

规律的理解，同时落实了学生科学探究的核心素养的培养。 

3.6 利用问题载体，实践物理知识 

为了落实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教师不应该只是关注知识本

身，更应该关注知识的实践性。教师应该在学生学习完物理基础知

识、物理规律、概念原理以后，以问题为载体，精心创设与实际相

结合的情境，并应用已学物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不仅能够

增加课堂的趣味性，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同时进一步加深学生

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抛体运动的规律”这节内容学习最后，我们可以设

计这样的问题情境，检验学生学习的效果：猎人在森林里看到了一

只松鼠，他立即瞄准这只松鼠进行水平射击，在子弹从枪口射出的

瞬间，慌乱的松鼠从静止自由落下，试问猎人能够打中松鼠吗？以

此问题为导向，可以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增加课堂的趣味性。同时

这样的问题情景能够考验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检验学生能否利用

课堂所学知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同时也落实学生物理核心素养的

培养问题，逐步培养学生物理观念的形成。 

4 结语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是落实国家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同时核心

素养的培养是学生关键能力必备品格的浓缩，是学生一生受益的能

力。面对当前新课程标准对物理核心素养培养的要求，广大教师应

该将自己的教学理念，教学策略根据现行的标准进行优化整合。所

以，本文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核心素养问题教学法的

实施策略和路径。具体来说，就是在物理教学中，教师首先需要明

确教学目标落实核心素养，其次联系生活实际创设问题情境，继而

提出核心问题分析解决途径，并基于问题引领完成实验探究，还需

围绕问题中心组织合作交流，最后利用问题载体实践物理知识。可

见，问题教学法的六个环节环环相扣，以问题为核心载体聚焦核心

素养。根据这样的教学流程，学生可以在教学中经历科学探究、小

组合作与交流等多种活动。这样的问题教学环节也对学生物理观念

的形成，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培养大有裨益，

无形中落实了课程标准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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