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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场景支持理论的高中物理模型建构 
黄  格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第三中学） 

摘要：高中物理教学是我国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为社会发展与科技研究奠定了人才基础。在高中物理教学过程中，因高中
教学任务的繁重，需要物理教师采用相关教学方法来尽可能的提高教学质量，从而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有效的提升。其中物理模
型构建的教学方法对高中物理教学效果有着显著的提升效果，在高中物理教学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此基础上，采用场景支持
理论能够完善模型构建教学法，也应当引起相关教师的重视。对此，根据高中物理教学工作的实际开展状况，结合物理模型构建教
学方法的特点，对基于场景支持理论的高中物理模型建构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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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物理模型教学法中，学生能够通过对相关问题及理论的模型

构建，从而帮助其更好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在高中物理教

学中，启发并引导学生建立合理的物理模型，使其形成有效的发散

思维，能够将以建立的模型运用到同类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以此来

加强学生对物理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并在此基础上优化解题技

巧，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在模型的建立了过程中，需要学生具备

足够的资料分析和情景想象能力，通过对知识或题干的关键信息的

分析，在脑海中建立相应的模型框架，再把逻辑联动性赋予模型，

使其能够正确的提炼和反映具体问题，为学生解决问题提供有效的

模板。模型建立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模型固化、应用效果不足的问

题，这与模型应用场景的建立有一定关系。相关知识理论的模型框

架需要建立在足够的场景支持上才能被学生更好的理解，而同一模

型也需要在不同的场景下进行使用，因此需要在场景支持的条件下

来构建物理模型，从而使模型构建更能够满足多种的情况下的使用

需求，可以让学生对模型的分析理解更为透彻。对此，相关教师应

当在物理模型构建教学时，全面合理的将场景支持理论运用到其

中，以提升高中物理模型构建的教学效果。 

1 场景支持理论与物理模型构建 
场景支持理论也称作行为场景理论，是指环境所具备的物质特

征支持着某些固定的行为模式，尽管其中的使用者不断更换，但固

定的行为模式在一段时期内却不断重复。其中环境特征便是对行为

的场景支持，对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且是相关

特殊行为触发的必要条件。行为场景理论是在 1947 年，由美国堪

萨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巴克(Roger Barker)和赖特(HerbertWright)及其

助手们经试验得出的结论[1]。该试验观察了在模拟真实环境下，相

关环境特征对人们的行为造成的影响，其中场景特征与人的行为共

同构成了行为场景。在物理学的模型构建方面，部分模型的完整构

建需要建立了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因此也需要有场景支持来保证

模型建立的效果。物理模型在构建中需要众多的条件来保证该模型

的有效性，其中部分条件有环境特征提供，如真空状态或无重力状

态下的模拟构建，相关环境特征下的影响对不同物理模型都有着同

一方面的行为影响，由此形成了不同场景支持下的模型构建的结果

也有所差异。 

2 物理模型的内涵及其分类 
2.1 内涵 

物理问题通常是生活中产生的实际问题，而相关问题的解决方

法也需要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但由于实际问题的影响因素复杂，其

解决方法的探索也有着众多限制，因此需要在学习和探讨中构建能

够反映相关问题的物理模型，进而到达对该问题的快速分析和有效

解决。通过物理模型的构建，能够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问题的本质，

从而抓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是复杂的实际问题得以简化[2]。为了

更好的了解相关物理知识，需要对原事件的无关内容进行剔除，以

获得能够反映事件本质内容的理想物质、理想过程、理想状态等，

而简化后的内容便是能够有效进行研究的物理模型。物理模型的建

立时针对相关实际事物的理想化研究，能够针对同一类型的不同事

件进行准确的本质反映，从而达到单个物理模型对多种实际事物的

有效反映，以此来提高研究和学习的效率，实现对物理理论知识的

快速掌握。 

2.2 分类 

物理模型是指在解决和研究文理问题时，对其各种必要条件进

行理想化处理，从而减少其他复杂条件的影响，如在研究电磁场时，

通常会将实际环境中的温度变化、湿度变化、空气质量等条件进行

剔除，从而只研究其关键影响条件。而模型理想化的内容又包括物

理对象模型化、物理条件模型化、物理状态与过程模型化以及物理

实验模型化[3]。物理对象模型化是指在实际物理问题中，研究对象

的构成较为复杂，其中根据需要研究的问题来对研究对象进行单方

面的简化，如汽车的构造十分复杂，但在问题研究过程中会将其汽

车模型化处理成为简单的移动物体。物理条件模型化是指对实际事

物的物理条件进行理想化，以便于问题研究和计算的简易，而物理

状态与过程的模拟化则是指对所研究的事物本身状态及其变化过

程进行理想化处理，从而更加有利于单个物理现象进行针对性的研

究。物理实验通常是为了验证某个物理理论，因此需要在实验过程

中去除其他的影响因素，采用简易的模型来针对单一的要素进行实

验，以此来实现对单个物理理论的验证，如常见的摩擦力实验等。 

3 物理模型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运用 
3.1 建立模型概念 

在高中物理教学过程中，学生对相关物理理论缺乏足够的了

解，其自身也为形成模型构建的良好习惯，学习过程中对物理知识

的认知也仅限于文字表面，由此也导致了对相关知识无法有效应

用，不能将其利用在解决物理问题的过程中。对此，教师需要引导

学生在脑海中建立模型概念，在学习相关物理知识时，学生能够在

脑海中建立相应的运动模型，能够明确的认识到相关条件变化下的

物体运动状态，从而根据物理模型来了解相关理论表现的实际效

果。通过学生自主物理模型构建，能够帮助其第一时间根据物理现

象来认识到内部本质，从而得到解决相关问题的关键条件，减少在

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其他影响因素。此外，物理知识模型的构建，能

够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记忆相关知识理论，从而形成自身的物理知

识体系，能够运用相关知识来有效的解决物理学习中的各种问题，

实现学习效率的提升。 

3.2 认清模型条件 

对物理模型的构建需要实现对实际问题的简化和理想化处理，

其中需要对相关非必要条件进行剔除，而在此过程中需要认清模型

条件，突出其主要矛盾，以此来保证对物理模型的合理构建。在高

中那个物理学习时，为解决物理问题所建立的理想模型应当根据其

问题要求来选择正确的物理条件，针对问题中所给与的条件进行分

析辨别，从而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如在解决物体掉落的弹力

问题时，物体与地面的摩擦力作用时间极短，因此可以作为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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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进行忽略，进而更有效的针对弹性问题进行物理模型构建。学

生在物理模型构建过程中，通过对模型条件的正确认知，能够有效

的提高物理模型建立的准确性，以此来确保对相关物理问题的快速

解决，充分发挥物理模型构建的学习辅助作用。 

3.3 构造过程模型 

在高中物理学习中，动态的物理运动知识需要学生构造过程模

型，以此来了解物体运动过程的状态。物体的运动过程中需要遵循

相应的运动规律，而对于部分大型物体的运动过程无法在高中教学

中进行有效展示，因此需要建立相对应的运动模型，通过对运动过

程的模拟来使学生能够更清晰的认识到物体运动的整体过程。对于

复杂的物理过程而言，过程模型的构建需要对其过程经过进行分解

和简化，如上抛物体的运动过程，应当建立物体运动过程中的过程

模型，将物体线上运动过程的减速与向下过程中的加速进行模型构

建，从而更好的分析整体运动过程中的受力状况。通过过程模型的

构建，能够加强学生对物理运动的理解，可以在高中物理学习解决

实际问题时对相关知识进行灵活应用。 

3.4 转换物理模型 

高中物理知识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多个知识理论在本

质上也具有相同的规律，因此在物理模型的构建中，应当做到对物

理模型的有效转换，使同类型的物理知识都能在该模型上得到有效

的反映。例如，建立起“单摆”这一理想化模型后，可以使用单摆

的周期公式来解决一系列单摆问题，包括在竖直的光滑圆弧轨道内

作小幅度滚动的小球周期问题等。针对物理知识点的区分来建立相

应的物理模型样板，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条件的置换来解决相应的

物理问题。而在转换物理模型时，学生需要根据变化的条件进行有

效辨别，关键条件的变化对物理模型构建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

关联条件也需要进行动态化的变化，从而保证物理模型构建的准确

性。通过对物理模型的转换，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在运用物理模型解

决问题的效率，实现对同一模型的多种用途，从而帮助学生对物理

问题进行本质上的了解与归类。 

4 场景支持对物理模型构建的作用 
对于高中物理模型构建而言，其主要用于学生的学习当中，需

要通过“问题——情境——模型”为链条来设计相应的知识点教学，

从而确保学生对所学知识能够充分理解和内化[4]。在此过程中，情

境模拟这一环节十分重要，是保障物理模型有效构建与学生能够对

其进行充分了解的前提条件。高中学生自身还未形成完整物理知识

体系，对物理知识点的认知仅限于课本知识，缺乏知识理论与实际

生活的结合。对此，物理教师应当基于场景支持理论的应用，在构

建物理模型前，针对相关问题的实际场景特征进行模拟，使学生能

够联系生活实际场景来对物理模型进行正确的构建。在对物理模型

的认知上，学生能够通过相应的生活经验来了解模型运行的规律，

并此基础上对模型结构进剖析，从而发现其中的物理本质现象，进

一步将物理模型用于解决实际生活问题的过程中。场景支持理论中

的行为与场景联动性，能够帮助学生正确了解不同场景下的模型特

征，并根据场景变化条件来实现对相关物理模型的调整和改进，以

此来实现物理模型构建的有效性，从而帮助学生更容易的学习高中

物理知识。 

5 基于场景支持理论的物理模型构建 
5.1 提供开放性场景支持 

在高中的物理教学中，通常需要通过生活场景中的物理现象来

引出相关的知识点，从而为学生脑海中的物理模型构建提供场景支

持，引导学生将物理知识点与生活内容建立联系，进而更容易接受

知识内容。但在此过程中，教师还应当为学生提供开放性的场景支

持，将多个场景下的同一物理现象进行展示，使物理模型的构建能

够适用于不同的情景问题中，帮助学生锻炼自己的发散思维，从而

通过对物理模型的认识来做到举一反三的效果[5]。在学生学习了物

理知识后，可能会出现知识点记忆零散的现象，导致整体的逻辑推

理不够严谨。因此需要在复习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开放性场景支持，

通过对教学过程中的知识进行汇总，再提供相应的模拟场景，使多

个知识点在同一个物理模型上进行构建，以此来达到知识汇总的效

果，使学生能够通过完整的物理模型来正确认识各个知识点之间的

联系。在现实生活中受环境影响，通常难以观察到特殊的物理现象，

因而导致学生相关知识点的理解缺乏现实生活中的认知，造成对相

关内容的认知仅浮于表面，无法深刻理解其原理。对此，教师应当

采用计算机模拟的方式来构建一个可观察的物理模型，从而使学生

能够直观的了解该模型的运行状况，进而达到高中物理模型构建的

教学辅助效果。 

5.2 注重场景变化和重组 

对物理模型的应用建立在相应的场景支持上，而高中物理教学

需要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全面掌控，要求学生能够在不同的情景问

题中实现有效的模型构建。因此，教师应当基于场景支持理论来注

重物理模型构建时的场景变化与重组。物理模型的建立需要有一定

的场景特征，而在生活中不同的场景之间也会发生众多的变化，教

师应当引导学生对场景特征进行拆解，在全新的场景了进行对应特

征的重组，从而保证对相同物理模型的构建。如生活中的“旋转秋

千”与 “拨浪鼓”，二者看似毫无关系，但通过对场景特征的拆解

可以发现，都有旋转的中心点，都是围绕该中心点进行周期圆周运

动，因此都能通过建立圆锥摆模型来进行本质上的了解。因此，教

师应当确保学生具备足够的场景重组能力，从而实现对不同场景特

征的有效发现，以帮助其进行相应物理模型的建立，避免学生因情

景问题的变化而对相关物理现象束手无策。对场景变化和重组的重

视能够有效的提高场景支持效果，提高学生的物理模型构建能力，

进而促进高中物理学习效率的提升。 

结束语 
场景支持理论作为将行为与场景相关联的理论，能够充分的提

高物理模型构建的有效性和完整性，从而实现高中物理学习效果的

提高。教师应当基于场景支持理论来引导学生构建物理模型，通过

提供开放性场景支持和场景重组，来帮助学生在不同场景下都能快

速进行物理模型构建，进而加强对相关模型的认知和理解，使高中

物理的学习效率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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