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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导引"的高中物理情境教学提升策略探思 
陈卫 

（重庆市彭水县第一中学  重庆  彭水  409600） 

摘要：驻足观望，网络铺天盖地，知识信息飞速发展，在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下，教育领域注重的只是教师的“教”，而拿捏不

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性，这样只会本末倒置。常言道：问题是点燃学生思维的火种。所以，做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

该重视问题引导，在目前我国掀起的新课改的浪潮下，提高学生的能动性和自主学习能力，探索新的合理的教学模式，并不断完善。

目前以“问题导引”为教学方法，以情景教学模式带入，二者搭配将成为物理教学的一种新兴的、主流的教学模式，问题引导能够

有效把学生的思维缺陷、知识漏洞给暴露出来，它能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有效地提

高教学质量。文章将针对目前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基于“问题引导”的高中物理情景教学提升策略探思。 

关键词：高中物理；情景教学；提升教学质量；对策研究 

 

引言： 

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它也是循序渐进的、合情合理的，但对

于一些抽象化的概念等知识，采用传统模式就不适宜了。而学生自

我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已成为新课改重点培养的能力

之一。如今，教育领域的相关人员通过不断地探索、实践，才逐步

摸索出“变式”教育模式。笔者将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来谈及新课

改下的问题引导、情景教学模式的探思。 

一、高中物理“问题导引”的情景教学模式 

以往的“灌输式教学”注重的只是教师的“教”，这也就使得

课堂气氛十分枯燥无味，而不能做到有效且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在新课改的背景下，“问题导引式”教学可以引发学生主

动思考，成为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动力。在讲授的过程中，作为教师

不再只是注重一味的灌输知识概念，而是适时提出一些问题来引导

学生进行思考，学生带着问题进行探索，这样他们就会注重解惑，

获得的知识也不仅仅是老师所传授的，而是经过自己“加工”的所

得的。问题的设立目的就是在于作为一条线索来连接课堂的所传授

的知识，以便于教学工作的展开。与此同时，问题也可以作为课堂

地结束，教师也可以在课堂结尾时映照课堂开始前提出的问题，就

不应像传统的教学方式一样——照本不宣，以开放式的教学方式结

束课堂，将问题升华至更深一层的或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中，进而达

到不断拓展学生思维的教学目的。这样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也可

以利用所提的问题来导引学生思考及辨别，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

率。 

而情景式教学，主要是通过某种富有感情色彩的活动而产生的

一种特有的心理氛围，通俗的理解就是以生动形象的情境激起学生

学习情绪为手段的一种教学方法[1]。目前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情境

教学也正顺应了这一点，它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使他

们自主学习和自主探究的能力，从而更进一步和谐统一教与学。在

教学中，作为教师面对学生设立适当的情境，可以有助于学生进入

学习情境中，去理解那些抽象的概念，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二、“问题导引”提升情景教学实施对策研究 

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我们要更加注重通过设立问题来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自主探索，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带着问题，边探索边思

考如何解答疑惑，自己通过自己的路径所获得的知识要胜于教师应

试灌输的。 

（一）只要注意要人的本质——对于未知领域永远抱有浓烈的

好奇心，就可以通过“问题导引”教学来激发求学者的求知欲，并

通过在学习过程中对问题的追踪调查来达到求学目的，这样就能有

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证实了这种教学方式是具有科学性

的。 

例，在新人教版高中物理课程中，其中的控制电路接法实验中，

在传统的教学灌输下，学生是不会理解为何这样设计电路，只是一

味的接受，教师可以现在授课前设立问题情景，比如能否设计出为

了达到探究金属导体的电压与电流关系的实验电路图等。 

（二）其实高中物理作为一门归属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以及

数理逻辑方面的学科，单纯以理论定义的内容并不是很多，它更注

重的是思维培养，它是一门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在实

验教学过程中，通过设立问题情境让学生带着疑问在学习、实验过

程中得到解答，让学生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思维发散，提升学习效率。 

例，在新人教版高中物理课程中，学生通过分组调研设计出了

各自的电路图，作为物理教师应继续引导学生实践，再次升华问题，

如能否通过不断改变滑动变阻器的接法来实现电压的变化范围较

大等。 

（三）当学生通过不断实验来求解问题，而学生再尝试表述中

存在不全面的地方，不论学生回答的正确与否，教师都要予以补充，

或是更加完整的肯定地复述一遍。而课堂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学习的

结束，教师还应当在课堂结束后将问题升华至更深一层的或是一个

全新的问题中，进而达到不断拓展学生思维的教学目的，让学生在

探索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的进步和提高。 

例，在新人教版高中物理课程中，教师还应当在课堂结束后对

学生提出全新的要求和更为深入的问题，如如何解决电源短路的问

题，能否再将电路进行优化，并作出一个计划方案。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问题导引教学中，设立问题情境可以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从而不断地学习探索。并且，作为高中物理教师所设立的问

题情境更是贴近现实生活，而学生通过独立解决问题后，由内而发

的自我满足感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也从而提高

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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