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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论问题情境模式教学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马志文 

（广州市白云区竹料第二中学  广东广州  510545） 

 
摘要：初中物理主要是为了引导学生学习物理的基础知识以及培养他们

实际应用的能力，让同学们经过各种实验活动培养自己的观察能力、分

析能力、总结能力。如此以来，过去以“灌输式教学方式”为基础的传
统教学法就很难达到这些目标，传统教学法主要是以老师为中心开展教

学工作，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而问题情境模式教学中老师只是起了

一个引导性的作用，主要的学习工作是学生之间合作完成的。本文主要
论述了问题情境教学法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应用以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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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课改推行的问题情境教学模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非常适

合老师的教学工作开展，它一改传统讲授式的教学模式，课堂上
由老师提出几个具有引导性的问题，学生们根据这些问题分成小
组讨论，然后各个小组之间分享彼此的讨论结果，最后老师给予
评价。这种教学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助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代教学环境内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 

一、问题情境模式教学在物理教学中的诸多优点 
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当中，课堂上由于时间有限，物理

课程的教学内容也比较多、比较难，学生理解起来比较慢，老师
经常会拖堂讲题，课堂上留给老师和学生互动的时间必然是少之
又少，学生上课听不懂、下课作业不会做、考试成绩提不高，必
然会对这门课甚至这门课的代课老师产生厌倦的情绪，久而久之
就会严重影响师生之间的关系。而在问题情境式教学模式的课堂
上，学生们可以自由地说出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思路，如
果对于老师的评价有任何疑问的地方可以积极的提问老师，共同
探讨解决，增加了师生之间的交流机会，进一步促进了师生情谊
的建立。 

另一方面，在大家一起探讨问题的过程中，由于每一个人都
要参与到讨论中，因此必须要集中精神听听别人都是怎么说的，
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任何一个走神都有可能跟不上讨论
的节奏。而且通过与老师和他人的交流，学生们常见的一些问题
就会得到及时的解决，老师在课后布置的作业学生也能容易做一
些，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问题情境模式教学如何有效开展 
1.问题要紧密联系生活 
物理课程本来就是一门自然学科，很多物理现象都是我们日

常生活中经常看见的情景，只不过现在是站在科学的角度将这种
普遍存在的现象解释出来了。很多理论知识用文字性的话语解释
出来都是比较抽象的，因此老师们在进行问题情境式物理教学
时，应该尽可能多地以具体的物理现象为背景给同学们设立探究
问题，这样的话，同学们就更容易对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学生
掌握了学习的主动性，学习效率必然会大幅度提升。比如，当我
们在学习“能量的守恒和转化的时候”一课时，学生可能很难想
象一种能量怎么会转化成另一种能量这个过程，这个时候我们可
以联想到夏天如果买一瓶冷冻的饮料，里面都是冰块，当时喝不
了，我们就会拿在手上摇一摇，然后冰块就会化的快一些。老师
就可以以此为背景进行问题的设置，让同学们解释一下这种现象
是什么原理，这种生活中常见的物理现象更能引起学生的好奇心
理和共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学生就会更主动和积极去探索这
些现象背后的原理。 

2.问题设置要具有综合性 
理科课程中有些内容的综合性较强，很多问题的解决都不是

单一的靠某一个知识点就能解答的，都是由很多个小知识点拼凑
起来的，某一个知识点有问题，都有可能阻碍解题的思路。这就
需要学生灵活地运用自己以前学到的知识，将这些知识点完美的
结合起来。往往学生们对于这种综合性的问题都避之不及，认为
这种题目难度太大，但是在课堂上老师们“掰开揉碎”了之后，
就会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主要还是因为平时对于学过的

知识没有及时复习或者根本就没有理解透彻，不知道什么时候应
该运用那个知识来解答问题。因此，老师在设置问题的时候应该
尽可能的帮助学生回顾自己以前学过的知识，把学过的知识点和
新问题有效的联系起来，让学生学会运用旧知识点来辅助解决新
问题，由已知推未知，将知识点连成一个网络，这样就大大减少
了新知识的难度性，学生的学习效率也会大大提高。比如，我们
在学习“测量物质的密度”一课时，一开始同学们不一定都清楚
到底应该怎么去测量一个物质的密度，这个时候老师就可以适当
的引导一下学生，给他们几个引导性的问题思考，比如：密度的
定义式是什么？想知道一个规则固体的密度，我们需要知道哪几
个量，这些物理量我们要用到什么仪器测量等等之类的问题，这
样既是对旧知识的温故，也是更好地把他们引入到密度的测量方
法新知上来。或可以再给他们提一些综合性的问题让他们进行深
入探讨，比如：如何测量一个不规则固体的密度？如何测量液体
的密度？ 

3.问题设置要具有探究性 
问题情境模式教学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

极性，让他们学会在相互的探讨之中合作解决问题，以提高学生
之间的默契以及合作精神，有益于他们今后的身心发展。在教学
中，老师要尽可能设置一些探讨性比较强的问题，进而激发出每
个同学的探究精神，让每个同学都尽可能的参与到问题的探讨中
去，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比如，我们在学习“摩擦力”这一
课时，为更好探究摩擦力大小的影响因素，可以引导学生做以下
实验，用测力计分别匀速拉动：（1）侧放在木板面上的长方体木
块；(2)平放在木板面上的长方体木块；（3）棉布面上的长方体木
块；（4）木板面上加了砝码的长方体木块。通过实验对比，围绕
测力计测量数据，向学生提出问题，小组进行探究，自主归纳摩
擦力大小的影响因素，通过学生的自我总结，老师再作点评，通
过这种探究性题引入，能使认识更上一个台阶，更有利于完善认
知结构。 

三、结束语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问题情境式的教学模式之所以得到大部

分老师和学生的认可，就是因为它能提高了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
效率，学生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将
问题情境式教学模式与实际生活案例相联系，设置具有引导性的
问题，尽量选择一些具有探究性的综合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也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探究思考能力和相互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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