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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构建高中物理思维课堂的教学策略
忻永立

浙江省宁波市五乡中学　浙江　宁波　315000

摘　要：深度学习是一种基于高级思维能力，贯穿问题发现、分析、解决、反思及知识认知、吸收、内化、应用的学习方式，

“思维训练”是深度学习的重要途径，而思维型课堂构建的目的，也恰恰在于引导学生形成高级思维。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

逐渐从“浅层学习”中摆脱，向“深度学习”迈进。因此，深度学习和思维型课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建

构指向深度学习的高中物理思维型课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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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明确的是，深度学习的实现与思维课堂的构建都不

属于封闭性概念，例如，在一个具体的知识点掌握的全部流

程实现深度学习，或在一节高中物理课堂全过程践行高级思

维，这都是不可行且无必要的。原因在于，围绕着“物理新

知识”的接触，浅层学习、传授课堂都是不可缺少的，抛弃

这两者而谋求“指向深度学习的高中物理思维型课堂”相当

于忽视根基，因此在具体的构建途径上，应该分环节展开。

一、基于导入环节的问题情境创设

导入环节是一节高中物理课的过渡阶段，能够将“温故”

和“知新”有效地串联起来。本环节所包括的新知识虽然较

少，却直接关系到后期学习中，学生物理思维层次高低，因

此导入环节是情境创设的重点环节。导入环节的问题情境创

设方法很多，如实验观察、现象分析、问题举例等。基于高

中物理属于“自然科学”的定位，本文推荐采用实验观察的

方法作展开导入环节问题情境创设。例如，人教版高中物

理（必修一）《自由落体运动》一课的导入环节，教师可以

用简单的自由落体实验进行问题情境创设—— 一张纸、一

支粉笔，在相同高度落下之后，让学生根据实验现象分析原

因—— 根据物理现象的直观性，学生很容易给出“粉笔重、

纸张轻”的答案。教师进一步对实验进行改变，如将纸张揉

成一团，重复上述实验，结果表明，粉笔、纸团是同时落地

的，学生根据前一个实验现象给出的答案被否定，问题情境

则变得更加丰富，学生的学习兴趣被点燃。

二、授课过程中的媒介运用

传统高中物理课堂之所以鲜有达成“深度学习”的状态，

并非教师、学生之间忽略互动，而是互动所依赖的媒介过于

单一，造成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在信息层面出现不

对称现象。在课中的传授过程中，教师应主动在“语言媒介”

的基础上扩展，充分将视觉、听觉、触觉、感觉等多重媒介

融合。除了实验设备及材料外，物理学史、类比场景、生活

实例、多媒体技术等都可以充当媒介，同时，互动的方式不

要局限于教师操作、学生观察，要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扩

展物理现象、特征、内涵。

三、多途径展开知识迁移

高中物理课堂的深度学习是否达成、思维课堂是否构建

成功，可以通过物理知识的意义建构水平进行衡量。但意义

建构属于“内化机制”，学生自身也无法说清道明，在评价过

程中可以引入“应用迁移”机制。所谓应用迁移，简单说是

高中物理知识问题情境变更之后，学生仍然能够根据掌握的

知识信息、自身的知识经验，做出正确的解答、获得正确的

结果。一种简单有效的应用迁移评价方法是“利用物理知识

解决现实问题”，例如在人教版高中物理（必修二）《动能及

动能定理》的教学中，学生是否理解了“动能定理”，判断依

据当然不是教材中“W=Ek2-Ek1”的公式表达，而是基于理
解动能定理的基础上，可以对现实假设进行“脑补”。例如，

向学生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一只鸟在天空飞翔的过程中，与

飞机发生了碰撞，结果如何？不排除一些高中生已悉知“飞

机撞鸟”的典故，但对于一些不了解的学生而言，他们的生

活经验会形成直观的设想，即飞机将鸟撞死自身安然无恙。

究其原因，主要是飞机是钢铁制作的，鸟类的身体根本无法

承受巨大的撞击力。教师根据这一结论播放飞机撞鸟的动画、

纪录片等，让学生认识到一只鸟就可以将飞机“撞毁”的事

实，这样一来学生的固有知识经验就会得到更新、重构，为

物理知识的意义建构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同时，还可以将问

题再复杂化，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思维能力，例如鸟与飞机正

向飞行、逆向飞行的不同状态下，哪一种可能造成的危害性

更大？通过一题多问的方式，实现学生思维的发散。

四、基于课后拓展的自我总结反思

传统高中物理课堂教学的“课后拓展”主要是作业，学

生处在“现学现卖”的状态，缺乏物理思维强化途径。采用

自我总结反思的方式，将重心放在已学知识的梳理、汇总、

融合上，则有助于学生向物理学深度发展。例如，在学习完

“万有引力定律”之后，要求学生采用思维导图工具，将重力

的要素、特点、定义、方向等总结归纳起来。

五、结语

指向深度学习的理念与《物理标准》中强调的“学生为

主体”的要求相吻合，高中物理思维型课堂构建更是物理核

心素养形成的重要途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应

扮演好物理学习引导者的角色，从问题情境创设、运用媒介、

应用迁移、自我总结反思等环节着手，探索出一条高中生物

理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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