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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高中物理课堂有效问题情景创设策略研究 
◆宁玉梅 

（广西玉林市福绵高级中学  广西玉林  537000） 

 
摘要：物理课程以提高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课程注重基础性、实践性、

时代性，注重学科渗透，关心学科的发展；在高中物理教学中面对基础

性的知识我们应该重视对学生终身学习物理愿望、科学探究物理问题的

能力、创新意识以及科学精神的培养，而教育中有效的问题教学情境则

是 直接的途径，是新课改下实现教师主导者作用和学生主体者的相互

和谐统一 具有显著效果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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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中物理教学创设问题情景应注意的问题 
教师开始设计问题情境时，首先要清楚学生已经懂得了哪些

知识板块，就以此作为教学的出发点。教师的物理思维好，可现
实学生的本质上存在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此教师的高中物理
课堂问题情境教学设计绝对不能依照教师本人的思维来取代学
生思维；为更好地使学生体验科学家的分析解决物理问题的探索
过程中的思维，那么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就需要有意识有底线地
去嫩化自己的思维，跟着学生走，像他们一样地拥有各种想象思
维，教师尽量在学生还没察觉、不知道的情况下，刻意将物理问
题情境还原到和学生思维相仿的状态，接着教师身临其境地观摩
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水平，设置的问题一定要在高中学生年龄心
理特点的认知领域范畴内。学生是课堂教学活动过程中的主体，
教师在进行设计教学问题情境时要注意着重分析学生的物理学
情，学生是整个物理课堂教学设计的逻辑线索，而不单单是把以
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分析结构作为线索。课堂上的物理问题情境
设计的关键把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认知和学习任务之间的差别
及差距。教学实例中，教师应该把握准确学情和物理知识，将学
生固有的认知矛盾和学习任务定位准确，将此作为设置问题的起
点，勾起认知冲突，进而主动建构物理知识。 

教师在创设物理问题情境时，要突出学科特点，充分发挥物
理实验中情境教学的主要作用，有效利用分组或演示实验去创设
物理问题情境教学，让学生在观察实验体验的基础上，理解实验
中的物理现象要说明啥问题及其咋么样来说明这个问题。 后，
教师还要观察学生的生活环境及周边生活，注意要积累整理这些
关注后的结果以便开发相关的课程资源及有效利用，更好地设置
有生活味的物理问题情境。 

2 高中物理课堂有效问题情景创设策略 
2.1 设置讲故事等富有趣味性的连续问题下的情境 
兴趣是我们 好的老师，物理问题导向教学中设置的情境要

针对学生的整体年龄心理特点及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教师教
学出发点是激发起学生的兴趣爱好，依据高中物理教材，高中物
理教材为载体使物理问题融合在学生平常的喜闻乐见的物理情
境中去，引发学生对物理学习的求知欲。 

2.2 联系实际生活设置连续相关问题下的情境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而我认为物理教学需要“源于

生活，又回归生活”。物理课堂上教师切忌迷迷瞪瞪上山，稀里
糊涂过河，教师应该将生活、自然中的各种现象分类归纳，进行
深入的研究分析，得出科学结论后，又被学生有效地利用于日常
生活中。 

物理知识源于日常生活，许多日常生活中的现象都蕴藏了高
中物理知识，我们应该用心体验生活，善于观察，久而久之有利
于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某些现象运用于我们的高中物理课堂上并
使其变得有趣、生动。 

教师在高中物理课堂问题逐层引导的教学过程中，设置富有
一定情感色彩的生活中实际情境，不止会增强学生自己学习高中
物理知识的积极性，况且能够大幅度跨越式地提升学生与物理实
际生活现象的有序紧密接轨，使学生切身感受到：物理知识跳跃
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角落，让学生自己领悟，从而清楚明白
学习物理知识的根本是为了更好地作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学习
者在对自己已有经验知识结构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去检索发现和

同化课堂问题情境教学中的新知识，从而建立新旧知识单元之间
的联系及其呈现出的显隐相关联， 后还要赋予新知识在特定的
某种层面上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2.3 拓展新旧知识引出探索性问题教学情境 
美国教育家和教育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提出：科学知识

绿树长青的生命线核心是探索，科学前进是探索的影子，若没有
探索就无存谈起科学的前进；“再发现”作为学生学习科学知识
的唯一一种有效途径；一般简单地说：学生能像科学家那样自己
在生活实际中去发现问题，分析并解决问题，充分使自己探究创
造出科学的物理新知识，在科学知识发现史上的某些起着决定性
关键作用的步子只能靠学生自己去走出来。前苏联著名教育理论
家和教育实践家苏霍姆林斯提出，真实的人内心深处，总会有种
把自己看成探索者、发现者和研究者的固有需求。拓展旧知识来
引出探索性问题的课堂教学情境，是指教师有目的地把学生已有
或现持有的科学思维水平和心理认知结构作为起点和理论根据，
教师在讲授高中物理知识过程中，设置一些具有探索性意义的实
际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提出新问题、努力尝试着去分析和解决物
理问题。教师拓展旧知识引出新知识，探索性问题情境贯穿于学
生整个学习过程中，由此来激起和加强学生对新知识的探究欲
望，问题既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又是脚手架；在拓展新旧知识的
整个高中物理知识探究过程中所形成的问题情境，使学生能切身
感受到研究问题的艰难和解决问题时的喜悦心情，在问题探索过
程中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得到淋漓尽致的训练和提高。 

3 结束语 
高中物理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有效、 直接的途

径是课堂问题情境教学，教师本身应具有较高的物理科学素养，
并且教师应该清楚明白物理科学素养的本质是什么，教师在每节
课堂教学上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物理科学素养。在高中物理课堂
教学实验活动进行过程中，把教师设置的恰到好处的问题教学情
境作为课堂教学载体，经过每节课堂上的师生互动交流和课题信
息及问题出现的第一时间直接进行反馈，在学生分析和解决物理
问题的动态探索课堂教学过程中，逐渐培养了学生的创新发散思
维方式，累积形成创造性解决物理问题的方案，所形成的这种发
散创新方案和思维将对高中学生的物理科学素养中的探究、提出
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提升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洪臣.信息技术对高中物理问题探究法定优化[J].中

国校外教育，2015（04）. 
[2]靳琰，杨明托.探究翻转课堂教学中课堂剩余时间的创新

利用——以重庆市聚奎中学为例[J].中国信息技术教
育，201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