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高中物理情境教学探讨

【摘 要】教师通过创设以学生为主体的、具有探索性、启发性、

引人入胜的、创造性的物理情境，让学生在物理情境中积极地进行

思考，主动提出相关的物理问题，然后通过各种有效的思维活动和

实践活动获取必要的科学知识来解决问题。通过这创设情境的教学

模式的训练，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方式，提升学生的思

维能力。本文先讨论了物理情境教学的意义，物理情境实施的原则，

最后重点介绍了创设物理情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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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物理情境教学的意义

物理情境教学的主要目的是：①通过学生对物理情境进行深入细

致的观察和分析，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②通过

引导学生对所观察到的物理情境提出相关的问题，以培养学生形象

思维、抽象思维、创新思维等能力；③通过启发学生解决自己所提

出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开放型的问题，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④通过引导和激励让学生运用物理知识去解决现实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以培养学生物理应用的意识与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高中生的思维和认识总体来说倾向于直观性和形象化，充分利

用直观性和形象化的方法进行物理的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

学习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情境）下进行的。只有那些生动

直观的形象才能更加有效地激发学生联想，唤起学生原有的认知结

构中相关知识、经验及表象的重组，从而使学生自觉地利用已掌握



的有关知识与经验去“同化”或“顺应”当前所学习到的新知识，

达到对新知识的建构。因此，创设物理情境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恰当的物理情境的创设有利于知识的内化；合

适物理情境的创设有利于学生进行各种形式的思维活动，使学生在

提高思维能力的同时，创新思维能力也得到发展。

二、物理情境实施的原则

（1）围绕特定的物理知识点，情境的创设要符合学生的认知结

构。物理情境创设应该服务于一定的教学目标，应该有利于学生掌

握有关的物理知识和物理思想方法，有助于理解物理知识的本质。

（2）情境创设应该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及其物理思维的发展特

点。物理情境的创设应该与学生的物理认知发展水平相适应，应该

基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3）情境创设要具有科学性、探究性、发展性和趣味性。也就

是说所创情境的内容、结构与表述要科学。情境材料或活动应该富

有探究性，利于学生从事观察、实验、猜想、验证、推理等活动:

在内容与问题的信息量上应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学生进行

积极、广泛的思考。

（4）情境创设要尽可能地真实，贴近学生的实际。物理情境的

创设应该尽量源于学生的生活，不要脱离学生的实际。远离学生生

活实际的情境不容易使学生产生亲切感，并且在解释物理情境的相

关知识上花费的时间过多。

（5）情境创设要激发认知冲突。创设物理情境应该促使学生原



有的知识与必需掌握的新知识发生激烈冲突，从而导致学生意识中

的矛盾激化，产生问题意识。

（6）情境创设要注重教学的实效。创设物理情境的目的是帮助

学生更好地学习，切忌哗众取宠，不讲实效。

三、创设物理情境的方法

1.通过讲故事创设物理情境

通过给学生讲一些生动的寓言故事或名人故事等，能激发学生浓

厚的学习兴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在讲八年级物理第二

章第一节《物体的运动》时，教师可以先给学生讲《刻舟求剑》的

故事：有一次，有一个楚国人坐船过江，船走到江心时一不小心，

他失手将心爱的宝剑掉进了水里。本来好心的船夫愿意帮着他捞

剑，可是这个楚国人却不慌不忙，用一把小刀将掉剑的位置刻在船

身上，并且说:“不用了，等到船靠岸以后再从这里捞吧!”船靠岸

后，他才让船夫从他刻了记号的地方下水，替他打捞宝剑。于是学

生的大脑中便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他能捞到剑吗?（肯定不能），他

为什么捞不到宝剑呢?（学生带着疑问，然后教师便可引入物体运

动的概念了。）

２.通过实验创设物理情境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教学是物理教学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高中生对于生动形象的物理现象和物理实验，

普遍怀有好奇心和神秘感，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物理学科

的这一优势以及学生对实验非常感兴趣的心理，精心设计一些与教



学内容有关的实验，并且在演示过程中激发学生提出物理问题。通

过物理实验可以使教学更加生动、直观，更加有吸引力，更加能调

动学生主动参与，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因此，在物理教学中利用物理实验来创设情境是一条很重要的

途径。

3.通过多媒体创设物理情境

物理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微观的、细小的；或者是宏观的、

庞大的。对于这些微观或很庞大的抽象物的理现象和规律，利用现

代化教学媒体的支持，运用多媒体课件为学生的知识建构提供大量

丰富、生动形象的信息。根据教学设计的要求，经过图形动画文字、

声音影像等处理，以一种逼真模拟的方式，将静态变为动态，对微

观或者宏观庞大的物理过程进行模拟，创设情境，启迪学生思维，

实现新一层次知识的自我建构。

4.通过生活中的现象创设物理情境

物理知识来源于生活，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利用学生平时经常会

见到一些现象来创设物理情境。利用这些现象，引起学生的兴趣，

激发学生的思维。例如在讲《惯性》时，引导学生回忆在乘坐公交

车时经常会发生的现象，引导学生思考，汽车突然启动或刹车时人

们会后倾或前倾的现象，或者问学生，在百米赛跑时为什么同学们

不能马上停下来等等。通过这些同学们亲身经历过的现象，使他们

仿佛置身于其中，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积极进行思考去探索

结果。又如，在学生学了光的折射后，可以问学生:在秋高气爽的



夜晚，为什么星光闪烁不定?这样的情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出现

的，但又是课本上找不到答案的。通过这样的情境可以激发学生的

积极地思考并竭力探求结果。

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是我们每一位身处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应该

不懈追求的目标。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化推进，教师已经由新课程理

念的学习阶段进入到教学实践层面的探索，新课程给我们带来了全

新的教学理念，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再适应现代教学改革的需

要。物理知识的合理传授对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高中物理新课程标准要求物理教学应是全面的教学，不但传授

物理知识和技能，而且也可训练科学方法和思维。我们物理教师可

以通过将情景教学运用到物理教学当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进

而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平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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