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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情境教学之情境，实质是教师人为优化教学

环境，使学生能动于其中的环境，并在情感上产生共鸣。教

师可在各种课型中创设物理情境，让学生意识到问题的存

在，身处其环境中积极参与问题的探究和解决的活动，发挥

学习物理的潜能，培养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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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理念强调课堂教学要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教

的规律要遵循学的规律，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只有顺应

了学生的认知结构和发展规律，才能有效地创设课堂教学

的最佳情境。在物理课堂中，教师可以通过创设各类情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以良

好的状态投入到课堂学习中，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提高课

堂教学的效率。

一、物理教学中新课讲授中问题情境的创设

物理来源于生活，日常生活中处处蕴含着物理知识。在

物理教学中，教师应通过生活现象创设问题情境，从而使学

生产生想解决问题的强烈欲望，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

1.在日常生活现象中创设情境

例如，某人在浴室内洗澡时不小心滑倒而摔伤，为了使

地面不太光滑，我们有办法吗？从而引起学生的兴趣，讨论

此人滑倒的原因，如何增大摩擦力等，导入到新课“摩擦力”

的教学。又如，在学习压强时，可设置这样的情境：有人往墙

壁上按图钉，怎样使图钉能够较容易地进入墙体，图钉尖端

粗好还是细好呢？同时又应不伤手，则图钉帽端是粗好还是

细好呢？带着问题，将学生引入新课的教学中。夏天的中午

从冰箱里拿出一瓶饮料置于桌面，不久发现瓶壁上出现很

多“汗”，并且怎么擦都擦不干净，为什么？生活中看到的迷

茫的雾、美丽的露水、哗啦啦的雨、洁白而透亮的霜，又是怎

么形成的呢？从而引入物态变化的教学。

2.在对物理现象的实验演示中创设情境

教师可以用一些生动有趣的演示实验来创设情境，激

发学生的好奇心和问题意识。例如，在“大气压存在”的教学

中，可以用一张硬纸片盖在一装满水的烧杯口，把烧杯倒

立，发现水不会流出来、纸片不会掉下来；或者让全班同学

参与“马德堡半球”实验的演示，体现以学生为主、老师为辅

的理念，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当学生没法把两个简单

的半球拉开时，肯定会充满好奇和不解地提出疑问，教师顺

势反问：“想知道为什么吗？”顺理成章地进入到新课的教学

中。还有，在讲水的导热性差的教学中，可以在一个装满水

的大烧瓶中放入一条鱼，把鱼控制在烧瓶的底部，把烧瓶上

部的水烧沸腾时，鱼还自由自在地在烧瓶底部游动，利用这

一现象引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

3.在使用多媒体的过程中进行情境创设

利用多媒体使知识内容形象、直观、生动地呈现在学生

面前，这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特点。例如，在学习浮力时，

多媒体展现漂浮于水面上的大型轮船、停留在水中的潜水

艇、节假日里放飞的气球、可以载人的热气球等，与学生原

有的认知产生矛盾。为什么我们普通钢铁会沉入水中？为什

么我们玩的气球飞不起来？“想要知道原因吗？学习本章后，

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从而完成新课的导入。在学习噪声

的危害和控制时，可以利用多媒体先展示喧闹的街头，说明

躁声是有害的；在学习密度时，可用多媒体播放房屋倒塌时

演员却安然无恙的场景，从而表明这些建造房屋的材料密

度较小。利用多媒体的声、光、电效果对学生的感官直接刺

激，使学生产生身临情境的感觉。

4.运用生动故事的讲述创设情境

在教学中若能有效应用一些经典的故事，既能对学生

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又能大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

如，在学习速度的过程中，教师讲述《龟兔赛跑》的寓言故事

后问：“比赛中谁跑得快呢？谁又是最后的胜利者呢？”问题

一经提出，顿时引发了课堂上的激烈讨论，再一问：“如何来

比较跑得快和慢呢？”直接引入到新课的教学中。再如，牛顿

的“苹果落地”的故事可以用来引入重力的教学，美国为首

的北约组织用“石墨炸弹”轰炸南斯拉夫的发电厂的故事可

以用来引入导体和绝缘体的教学等等。

5.以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报道创设情境

典型事件的新闻报道能有效增加情境的真实性，又能

触动学生的内心，产生对事件原因的探究欲望，带着问题进

入新内容的学习中。例如，据报道，前不久厦门火车站 3 名

候车旅客被飞驰而过的火车卷入火车底部。惨剧使学生急

于寻找原因，从而引入到“流体的压强和流速”的教学中。又

如，据福建新闻频道报道，发生在福宁高速的特大交通事故

造成了 9 死、12 伤，经交警部门认定，主要是客车的超速行

驶造成的。“为什么超速行驶会造成这么大的交通事故呢？”

从而引入“惯性”的教学。据报道，俄罗斯的一艘核动力潜艇

在茫茫的大海上执行任务时，发生故障而沉入海底，需要对

此庞然大物进行打捞，从而转入浮力的教学。

二、物理教学实验探究过程中应有意识地创设情境

新课程理念非常强调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进

行探究性学习，针对问题，提出假设，设计实验，进行验证，

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得出结论，使学生通过感悟和体验得

到主动发展。

例如，在实验探究电磁铁磁性强弱的过程中，可以创设

这样的情境，提供电源、开关、导线、线圈匝数不同的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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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铁粉、滑动变阻器，从提供的器材中，如何使电磁铁能吸

引更多的铁粉？这种探究活动情境的创设，为学生提供了一

种新的学习环境，突出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在探究中获取

新知识，得到发展，培养能力。

三、在物理教学的习题课里进行情境创设

在物理教学练习课的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将所学

的知识运用于生活，真正实现“物理走向社会”的教学要求，

创设适当的练习情境，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

巩固和发展。

例如，在机械效率的习题课中，为了使学生对简单机械

特点加深理解，教师可创设这样的习题情境：有一建筑工人

需要将一重物搬到高层，由一个定滑轮和一个动滑轮组成

滑轮组，绳子每段能够承受的最大拉力是 300N，不考虑绳

子的摩擦和滑轮的重量，能提起多重的物体？在学生解决问

题之后，做适当延伸，若工人体重为 500N，需要跟重物一起

上升到高层，又能提起多重的物体呢？通过对习题的求解，

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上升到另一层面，有利于知识的

掌握。

四、物理课中复习课里巩固新知的情境创设，有利于学

生对生活物理问题的解决

从近些年的考试命题中不难发现，考查的物理知识越

来越灵活，知识在情境中体现出与生活的紧密联系，真正体

现出物理来自于生活、物理走向社会的理念。

例如，在复习浮力时，可创设这样情境：我们的“辽宁

舰”正静静停在海面上，当一架舰载机执行任务归来落在舰

上后，“辽宁舰”受到的浮力如何变化？上浮还是下沉一些？

通过讨论，学生把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并在矛盾冲突中学

会总结，对知识的理解得到深化，进一步巩固新知。

总之，学无止境，教亦无止境，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和又

一次新教材的使用要求教师在教学上与时俱进，努力学习

新理念，更多地在各种课型中创设情境进行教学，学生可以

进行有效的知识建构，同时在情境中更好地学习知识、运用

知识，从而提高课堂效率，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热

情，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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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冯 璐）

小组合作学习是新课程所倡导的一种新的学习方式，
教师要认真研究探索，不断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实效性。

一、小组合作学习势在必行
1.社会和课堂都需要合作
在小学阶段进行小组合作学习的研究，是培养合作和

协调精神的最佳时机，小学是学生提高人际交往能力的基
础阶段。小组合作是教师塑造良好班集体的必要手段，是为
学生终身发展服务的重要方式。

2.合作是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必要学习模式
教师在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评价方式

的设计上，都应有助于学生的学习。现在的一些课堂中的小
组讨论流于形式，教师一声令下，课堂内三五成群，你争我
议，煞是热闹，但细心观察就会发现，热闹之后收获甚少，教
育的针对性和高效性没有体现，有的为了合作而合作，教师
提出问题后甚至不给学生思考的时间，教师提的有些问题
过于浅显，根本不需要合作探究。其实，合作探究应该是有
利于集思广益和优势互补的，否则会浪费课堂时间。有的学
生自制力较差，好动、贪玩，缺乏良好的合作与交流能力，过
多的小组合作会影响课堂纪律，使教学效率下降，使合作学
习流于形式。有些学生在小组学习中不能够友好相处，有的
学生不善于主动思考，有的学生借此机会开小差，说一些或
做一些与讨论知识无关的事，还有些学生把讨论变成争吵，
不能达到合作学习的目的。

二、小组合作学习的意义
小组合作学习是指在小组或团队中为了完成共同的任

务，经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小组合作
学习是有明确责任分工的互助性学习。小组合作学习的主
要特征是：以讨论的形式研讨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学生在
讨论中要倾听（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交流（发表自己的看
法并对别人的意见进行评价和补充）、协作（用不同形式展
示问题的解决过程）、分享（让每个人获得成功的体验，并从
中反思自己的学习行为）。学生在合作的过程中可以学会学
习、学会与人交往，为其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小组合作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
精神，有利于提高团队意识和增强集体观
念，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竞争意识和能
力，同时通过小组成员间的互助和帮助，可
以实现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的目标。通过小
组合作学习，学生可以较好地应对在校外可
能遇到的各种状况，使个别差异在集体教学
中发挥积极作用。小组合作学习更能突出学
生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培养主动参与的意
识，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

三、本学期小组合作学习要完成的任务
1.初步建立和谐健康的合作小组
因为我校的班额较大，小组合作学习一

般以七到八人为一组。小组分配要仔细斟
酌，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小组成员之间的
关系等进行。

2.内部成员分工明确，责任共担
每组设有组长，负责安排活动和学习内

容，常务组长负责收发作业，并协助组长管
理本组各项事宜，组长负责课上小组学习的
安排、指导、汇报和总结等工作，并与本组学习最有困难的
学生建立一帮一的关系，小组内部基本都有一对一的帮扶
者。

3.小组文化的建立
小组成员可以为自己的组命名，制定组规和本组口号，

这对小组凝聚力的产生会起到巨大作用。
4. 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需要的材料和各种笔记

本
比如，使用双色笔记本记载重难点和所学要点知识，使

用错题本、习题本和预习本。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出现各种
各样的问题，应及时研究探讨，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和对
策。

（责任编辑 冯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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