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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问题驱动下高效课堂的问题创设 
——以牛顿第三定律教学实施为例 

◆于红涛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和中学  广东广州  510000） 

 
摘要：问题驱动教学是一种高效的教学方法，在这种教学方法中问题链

的创设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链中包括核心问题和相关子问题。本文以牛

顿第三定律为例，从三个方面浅谈子问题的创设，以及各个问题之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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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驱动高效课堂”是指老师在备课过程中，以教学内容
为基础，精心创设问题情景，在教学实践中，以问题情景为引导，
层层递进的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学生通过解决一个个问题情境构
建自己的物理知识网络的高效课堂。 

本学期按照学校的课改要求，我一直积极探索如何高效开展
“问题驱动高效课堂”。在学校开展的“问题驱动高效课堂”展
示活动中，我创设了 5 个核心问题，14 个子问题，由这些问题
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链。通过备课、上课、评课和课后反
思，我对这些问题情景进行了梳理和拓展。在应用“问题驱动”
时，好的核心问题与子问题才能有效的将学生引入问题中，激发
学生解决问题的欲望，同时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形成自己的思
考，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的能力。 

下面以《牛顿第三定律》为例，浅谈自己的一些思考 
1.利用学生生活，创设问题 
生活情景 1：播放一段开会鼓掌的视频，视频放完后让学生

鼓掌感觉双手的关键 
子问题 1：鼓掌稍微大力点，为什么两只手都有痛的感觉？ 
子问题 2：鼓掌时，左手受力，施力物体是哪只手？受力物

体是哪只手？右手受力时，施力物体是？受力物体是？ 
核心问题 1：什么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从生活情景和学生的体验引入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出两个子问题训练学生观察和分析能力。根据学生现有的知
识，两个子问题学生可以轻松的分析。学生在分析了这两个问题
后，老师顺势引导学生总结出核心问题。学生建立了作用了反作
用力概念后，再列举几个例子，加以巩固。 

生活情景 2：成语“以卵击石”是指拿蛋去碰石头。比喻不
自量力，自取灭亡。 

子问题 3：试分析“以卵击石”成语中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子问题 4：那么是否蛋对石头的力小于石头对蛋的力？ 
子问题 3 是对核心问题 1 的再巩固，学生在建立了作用力反

作用力的概念后，能容易的回答这个问题。学生在分析子问题 4
时会出现很多结果，绝大多数学生直观认为鸡蛋对石头的力小于
石头对鸡蛋的力。这时老师不用急着纠正，而是将这个问题作为
一个存疑，引导学生下一步的思索。 

2.利用学生实验，创设问题 
物理是一门实验科学，在教学中离不开实验。在高中教学常

有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演示实验由老师设问，由老师操作，常
常用来解决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不利于点燃学生求知的欲望。
在分组实验中，老师有意识地将实验有机地融入到新课的教学进
程之中，发挥出实验活动在教学中的动力作用，促进学生通过小
组实验的方式对物理知识进行探究，能够让学生在实验中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验证猜想，培养他们的科学分析的能力。 

在探究作用力反作用力关系的实验中每组提供两个弹簧测
力计、两根橡皮条、两根竹签。 

子问题 5：要探究作用力反作用力大小关系应该选择哪些器

材？为什么？ 
子问题 6：选择好了器材怎么操作才能探究作用力反作用力

大小关系？ 
子问题 7：是不是各个方向上得出的大小关系都一样的？ 
核心问题 2：作用力反作用力大小关系 
子问题 8：要探究作用力反作用力方向关系应该选择哪些器

材？为什么？ 
子问题 9：如果选择两根竹签能不能探究它们方向关系？ 
子问题 10：如果选择两根竹签，A 竹签给 B 竹签的力受力

物体是？B 竹签给 A 竹签的力受力物体是？ 
子问题 11：如果选择两根橡皮筋能不能探究它们方向关系？

能不能验证作用力反作用力在一条直线上？ 
核心问题 3：作用力反作用力方向关系，他们受力物体关系 
核心问题 4：牛顿第三定律 
问题 5-7 先沿水平各个方向向两边拉弹簧测力计，观察两个

弹簧测力计示数变化。这时学生观察到两个示数总是相等（如图
1）。再沿倾斜方向向两边拉弹簧测力计，这时学生会发现示数并
不相等，形成生成问题（如图 2）。教师让学生思考 2 分钟，请
学生回答，在教师引导下，分析出不相等的原因。问题 9-10 两
只手向内挤压竹签，观察竹签的形变，可以直观的分析出作用力
反作用力的方向关系。通过判断两竹签之间的力的受力施力物
体，让学生发现作用力反作用力是作用在两个物体之上（如图 3）。
问题 11 向两边拉橡皮筋也可以分析出作用力反作用力的方向关
系（如图 4）。将两个橡皮筋系在一起向两边拉，可以观察到，
不论在那个方西两个橡皮筋之间的作用力始终在一条直线上（如
图 5、6）。问题 5-11 的创设是具有开放性的。学生选择实验器
材、设计实验方法、进行实验，分析实验结果，探究了一个问题
自然过渡到下一个问题，围绕核心问题 2-4 层层展开。 

 
 
 
 
 
 
 
 
 
 
 
 
 
 
3.利用知识迁移，创设问题 

物理知识的迁移，是把已经掌握的知识，通过
知识内在的联系，把原知识深化、拓展：即学
习中发现相似知识到分析它们的区别到内化成
自己的知识网络。知识的迁移也是问题的迁移，
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出现同一知识点的
不同问题，也会出现不同知识点的相似问题。
学生只有掌握了迁移的本领，才能区分问题，
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知识的迁移也会产生有
价值可以引出新知识的问题。比如：拉力作用下小球在竖直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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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做圆周运动的知识点可以迁移到竖直光滑圆轨道的问题中，也
可以迁移到带点粒子在电场中的圆周运动问题中。在研究作用力
反作用力与平衡力的区别时，应用知识的迁移创设问题情境。 

问题情景：如右图静止在水平桌面上的水瓶 
子问题 12：以瓶子为研究对象，瓶子受什么力？这两个力

受力物体是？这两个力什么关系？这两个力可以相互抵消吗？ 
子问题 13：桌子给瓶子的力反作用力是？这两个力受力物

体是？这两个力什么关系？这两个力可以相互抵消吗？ 
子问题 14：瓶子受到的重力反作用力是？ 
核心问题 5：一对平衡力和作用力反作用力的区别 
问题 12-14 学生在已经掌握平衡力的基础上，通过认真分析

与对比，就可以把平衡力迁移到作用力反作用力，在迁移的过程
中就可以发现两者的不同。 

4.核心问题的界定 
核心问题是指教学的本质，能统摄学科基本知识，贯穿探究

的整个过程，是物理知识网络的重要节点，是培养学生物理学科
素养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应该根据课程目标界定。学生通过高
中物理学习，要具有“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
“科学态度与责任”这四个方面的核心素养。课程目标和内容是
培养核心素养的载体。课程内容中所要求的物理概念、物理规律、
物理方法，物理思维都应该界定为核心问题。在课程内容中要求
通过实验探究牛顿运动定律，理解牛顿运动定律，并能解决生活
中的有关现象。根据课程目标和内容要求，本节界定了 5 个核心

问题。核心问题 1 是基本概念，核心问题 2、3、4 是基本规律，
核心问题 5 是物理思维。 

一节课中可能有多个核心问题，核心问题之间应该是递进关
系。如果一个核心问题有多个并列问题，可以将这个核心问题合
理拆分成几个并列问题，但这几个并列问题应该和其它核心问题
是递进关系。 

核心问题是所有问题解决的落脚点。师生应该围绕核心问题
创设可感知、可体验的子问题。子问题应该服务于核心问题。子
问题可以是递进问题，也可以是并列问题。子问题与核心问题必
须有一致的目标，必须有很高的契合度。子问题要激发学生思索，
要能引起生成问题。子问题必须创设在物理情景中。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往往取决于把情景转化为物理问题的能力，脱离
物理情景的子问题都是无效的。核心问题应该高于物理情景，物
理情景是子问题创设的源泉，而核心问题是物理的本原。 

总之，如果我们界定好核心问题，创设好子问题，使它们有
机的结合在一起，课堂必然是高效的，学生的自主性在问题的引
领下发挥的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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