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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与生成性资源不期而遇 
——谈初中物理生成性教学资源的挖掘与应用 

◆曾  杰 

（湖南省邵阳武冈市秦桥中学） 

 
摘要：物理学科教学，要求教师准备好教学资源，以辅助学生理解相对

抽象的物理知识，化解物理学习的困境。所以，教学资源可能直接对教

学效果和教学效率产生影响。在教学资源中，生成性教学资源是辅助教

学、强化学生理解的重要资源，生成性教学资源是学生思考的结果，能

反映出学生对新知的理解程度、反馈出学生学习和认知中存在的不足。

对此，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对生成性教学资源的挖掘，以充实初中物理

课堂。本文就初中物理教学中生成性教学资源的挖掘与应用展开了论述，

提出了几点教学建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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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体课堂，给学生思考和探索机会 
生成性教学资源，必然是学生深入思考、让思维经过对新知

进行加工、探索、分析的过程而得出的。无论生成性教学资源正
确与否，都将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对学生深刻理解新知起到
重要作用。而在物理教学中，由于知识难度和抽象程度相较于其
他学科更甚，思维对新知的加工深度将会直接影响学生对新知理
解的效度和对新知应用的灵活程度。对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放
缓教学节奏，构建主体课堂，让学生在主体课堂中思考、探索，
生成并反馈教学资源，充实课堂教学。例如，在《摩擦力》这一
节内容的教学中，教学重点便是引导学生探索分析并总结出影响
摩擦力大小的因素。在教学中，教师给学生提供充足的实验条件，
引导学生思考：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有哪些？结合学生的
实际生活经验，学生可能会猜想到：可能会与接触面的粗糙程度、
压力大小、接触面积...在多种猜想之下，教师不置可否，而是引
导学生在自己猜想的基础上，设计实验并进行探索。此时，部分
学生可能应用一个大木板和一个小木板进行实验，在实验中用弹
簧测力计 速拉动大木板和小木板，记录并对比弹簧测力计的示
数， 终得出：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接触面的面积有关，接触面
越大，滑动摩擦力越大。显然，从实验设计到 终的实验结论都
是错误的，但是这是一种典型的错误，也是初中物理实验试题中
常考的一类题型。借此机会，教师利用这一生成性教学资源，问
询其他同学的意见，是否与这名学生的实验设计理念相同？这种
实验方法乃至 后的实验结论是否存在某些问题？再比如，在
《压力的作用效果》这一节内容教学中，探索压力作用效果与受
力面积、压力之间的关系时，也可以先引导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
案，可能就会暴露出学生探索压力对压力作用效果的影响，未控
制受力面积这一变量的问题，暴露出学生思维不够严谨的问题。
此后，教师启迪学生的思维，生成性教学资源也就在新授课中帮
助学生理清实验设计方法，认识到此设计过程中，并未严格按照
控制变量法设计实验，导致 终的错误结论。在这主体课堂的构
建中，教师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思考、分析、操作和探索的机会，
才让生成性教学资源得以生成、被教师挖掘， 终应用到课堂教
学中。 

二、注重辨析，暴露学生认知中的不足 
在不少学生看来，初中物理知识是抽象的、难懂的，在灵活

多变的问题情境中，学生总是无法灵活应用自己所学的物理知识
解决问题， 终获得准确的问题答案。针对多变的物理情境，教
师在教学中应当注重教学情境的辨析和对问题的深度剖析，让学
生在问题情境中经过思维的激辩过程，才能实现拨乱反正，有效
理清头绪，让自己对物理知识的认识更加清晰、更加理性直观。
例如，在《大气压强》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有两种相同类型的
题目困扰着学生，导致学生的思绪不清。其中一类便是：将托里
拆利实验装置从平原地区放置在高山上进行实验， 终水银的高
度将会如何变化？另一类习题便是：一个玻璃瓶中装满水，把一
细玻璃管通过带孔的橡皮塞插入瓶中，然后将这密封好的实验装
置搬到高山上去做，将会发现玻璃管中的水的高度如何变化？通

过如上两种教学情境的统一呈现，教师引导学生有效辨析。此时，
部分学生可能会受到定式思维的影响，将情境中的问题归位一
类，认为水银柱和水柱都会下降。再比如，在《力与运动》这一
节内容的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辨析物体在传送带上与传送带一
起做 速直线运动时，究竟是否会受到摩擦力的作用。一部分学
生通过假设法进行受力分析时，发现物体不会受到摩擦力；而另
一部分学生却又认为，物体的运动需要摩擦力维持，否则物体不
会运动。生成性的错误教学资源，陷学生于认知矛盾中，同时也
让持不同意见的学生相互争辩，生成性教学资源变得愈加广泛。
借此机会，教师引导学生有效辨析，在辨析过程中拨乱反正，让
学生在错误的认知中逐步更正，通过变式、正反例等方式帮助学
生理清解题思路。理不辨不明，事不鉴不清，在这易混淆的问题
中引导学生有效辨析，让学生从中获得明确的分析过程，从而有
效辨析，让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得以升华。 

三、生生评价，拓展生成性教学资源广度 
生成性教学资源的挖掘和应用，可以在学生之间的交流和评

价中有效挖掘，从学生个性化的认知中，引发学生的群体争论，
让学生彼此之间的评价也成为一种生成性教学资源，在课堂教学
中以充分挖掘应用。例如，在《机械效率》这一节内容的教学中，
分析影响滑轮机械效率的影响因素时，有的学生认为机械效率的
大小还与绕线方式有关，因为绳子股数越多越省力，总功越小，
所以机械效率更高。此时，教师引导其他学生对持这种认识的学
生进行评价，说出其评价是否正确及其原因。在这一环节中，有
的学生也就考虑到滑轮组省力的同时，也费了一定的距离，所以
其乘积并未改变，所以总功不变、机械效率也就不变。在如上教
学过程中，无论是持正确观点还是持有错误观点的学生，都将从
如上资源中找到启迪自己思维、辅助学生理解的教学资源。 

总结 
教学中，生成性教学资源远比教师预设的教学资源更有价

值、更有优势。虽然精彩的生成性教学资源是可遇不可求的，但
是教师还是要结合教学内容，给学生创设更多的生成资源的机
会，给学生思考和展示的空间和条件，通过主体课堂的构建、注
重辨析过程和引导学生生生评价等方式，实现与生成性资源的不
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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