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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带给我们心灵的安宁

　　　　　　　　——潘建伟



相同点     与      不同点



 科学学科核心素养的结构
PART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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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为什么教”的问题，是以系

统的方式找出学习者在学习方面的

目前状态与所期望达到的状态之间

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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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单元目标进行学习任务分析，

确定单元目标所需的从属知识与技

能。这里要解决“教什么”的问题.你

把学生带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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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主要
解决“如何教”的问题，包括课
的划分、教学顺序的安排、教
学活动的设计、教学组织形式
的选用等。你怎样把学生带到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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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期分析、教学目标，

教学策略和媒体特性加以选

择。制定最佳、可行的实施

方案。



教学设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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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的达到程度是评
价的主要方面。如有不足
之处，则修改前期的设计
方案，直至满意。如何确
信你已经把学生带到哪里



课堂教学的三个经典问题

（1）你把学生带到哪里（教学目标）？

（2）你怎样把学生带到那里（教学的过程与方法）?

（3）如何确信你已经把学生带到哪里（教学评价）？



why (为何)

what (是何)

 从学科教学到学科教育

how (如何)

从学术形态到教育形态

 从知识重现到知识重演

课程内容     
的转型

教学方式     
的转型

——回归育人本位

——学会广义备课

——促进深度学习

教育观念     
的转型



课堂教学设计遵循的基本原理

 自主建构 学生之间以及学生

与教师之间的对话

 认知冲突

 激发学生积极思维   动机激发

引入问题 
 元认知

 反思我们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应用迁移

 应用所学到的思维

方法解决其它问题



课堂教学的基本要素

创设情境 提出问题 自主探究

合作交流 总结反思 应用迁移



课堂教学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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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的教学设计

u定性概念：如机械运动、干涉、衍射；

u定量概念：如速度、温度、质量、电流强度、电场强度等。

Ø 具体概念：例如:浮力、重力、速度；

Ø 定义性概念：例如:电场强度、电势能等概念；

 概念：概念是一种思维形式和学习的结果，是一种

智慧技能。



l 来表征物质的属性和描述物质运动状态的，是推断和判断

的基础。

物理概念干什么的？

l 碰到以下一些现象

1. 学生对所学的概念死记硬背，既不了解概念的意义，也

不理解概念的内在联系，单靠重复背诵去记忆，学习效果

较差。

2. 在物理学习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相近但又有区别的概念，

许多学生容易产生混淆，形成模糊观念。



4. 有的学生把书上的概念都已熟记，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

候仍感到无从下手，很难把理论运用于实践。

3. 有些学生虽然对老师所教的概念进行了识记，并不能对一

些明显的概念变化进行判断，但在遇到较复杂的概念变化时，

判断仍然有困难。



1.对物理概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2.对物理概念的形成不重视。

教  师

1.重要性认识不够

5.日常观念的影响

7.数学负迁移的影响2.基础知识薄弱。

3.缺乏感性经验。

4.缺乏科学思维能力。

6.前概念的干扰。

8.消极心理因素的影响

学  生

3.由于理念问题，采用一些不符合教学规律的做法。



一、概念的教学设计

l 为什么“加速度 难懂？

2. 学生的经验中，缺少对加速度大小的直观感受和体验。

1. 初中阶段从未接触过。

3. 需要学生具有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

l 案例“速度变化快慢的描述——加速度”的教学

4. 加速度这个概念具有“动态性”。



  普通的小型轿车和旅客列车，速度都能达到100km/h。但
是，它们起步后达到这样的速度所需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例
如一辆小汽车起步时在10s内速度达到了100km/h，而一列火
车达到这个速度大约要用300s。

l 这个环节创设情景，给学生提供足够的

感知材料，激发探究兴趣，发现问题。

让其了解变速直线运动的特点(物理观念)

“加速度”的引入一

创设情境

感知材料概念形成——感知活动、观察实验、经验
事实）



V0/m·s-1 t/s Vt/m·s-1 △v/m·s-1

A、自行车下坡 2 3 11

B、公共汽车出站 0 3 6

C、某舰艇出航 0 20 6

D、火车出站 0 100 20

E、飞机匀速飞行 300 10 300

9

6

6

20

0

2. 这些运动物体速度的改变快慢一样吗？ 
3. 怎么比较各物体速度改变的快慢？

 1. 这些运动物体速度变化量一样吗？ 问： 概
念
结
构



创设情境

感知材料 形成表象

引入概念

l 理解速度变化量的概念，速度变化量的求解规则(物理观念)

l 求解直线运动速度变化量的大小、方向(科学思维)

观察实验

经验事实



“加速度”的引入二

Ø 为什么法拉利的最大速度小于战斗机的最大速度，却能

取得胜利？

战斗机 2450km/h法拉利 369km/h



Ø 1：法拉利汽车的加速能力好。

Ø 2：法拉利汽车的起动性能好。

车  型

奔驰S500

Spark 1.0L

富康1.6L

桑塔那1.6L

红旗世纪星2.4L

宝马730

QQ 0.8L

速度变化 所用时间

0~100km/h 5.6 s

0~100km/h 17.0 s

0~100km/h 14.5 s

0~100km/h 13.9 s

0~100km/h 11.0 s

0~100km/h 8.3 s

0~100km/h 21.0 s



初速度
（m/s）

经过时间
（s）

末速度
（m/s）

速度变化量与经
过时间的比值

波音737客机起飞 0 30 84 2.8

高级跑车 0 12 84 7

摩托车 0 12 60 5

磁悬浮列车 50 12 98 4

战机空中加速 300 15 450 10

l 为了表示物体速度变化快慢

分析比较 抽象概括

思维加工 概念建立

数学结构



l 让学生经历探究、分析、推理、方案设计、动手操作、收

集处理信息、渗透方法。培养科学精神、科学探究，科学

思维能力等核心素养形成的过程。

Ø 科学态度与责任—认识到加速度能更深刻地描述变速运

动，激发学生物理 学习兴趣，联系生活。

Ø 物理观念—进一步理解速度、速度变化量、速度变化

快慢的区别。

Ø 科学思维—分析比较物体速度变化的快慢，用类比方

法得出加速度定义。



定义：

l 加速度是速度的变化量与发生这一改变所用时间的比值。                    
v1

x

若：v1=10 m/s，v2=15 m/s， t=2 s 则：

Δv= v2－v1= 5 m/s，沿x轴正方向。

x

若：v1=10 m/s，v2=5 m/s， t=2 s 则：

Δv= v2 － v1= －5 m/s，沿x轴负方向。

= 2.5 m/s2 ，沿x轴正方向。
va
t





= － 2.5 m/s2 ，沿x轴负方向。
va
t





Ø 科学思维—表达式求解加速度大小、方向。

Ø 创设问题情境“汽车加速减速具体数据—— 进一步理

解具体加速度大小方向，正负意义。

Ø 物理观念—这个环节引导学生通过元认知过程理解加

速度 概念。



l 物理概念教学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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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物理概念教学的基本模式：

创设情景
引入概念

思维加工
建立概念

理解巩固
应用概念

形成结构
系统概念



l 根据学生形成物理概念的心理特征和障碍,提出以下教学策略。

1.让学生获得充分的感性认识，感知物理概念。

2.细致分析，及时进行思维加工。

3.明确概念的内涵。

Ø 明白为什么要引入这个概念，它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哪些属性。

Ø 能说出这个概念是如何定义的。

Ø 有定义式的物理量，要理解的定义式、单位是如何规定的
等内涵，形成具体的观念。



4.了解物理概念的外延。

5.注意区别相似概念。

6.努力消除前概念的影响。

7.合理练习，运用变式，深化对物理概念的理解。

Ø 弄清一些容易混淆的物理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Ø 物理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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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第二定律

库仑定律

牛顿第三定律

胡克定律

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则

楞次定律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教学采用

Ø 探究性
实验法

Ø 验证性
实验法

Ø 演示实
验法 

物理规律：
         括定律、定理、原理和定则其表达形式是公式和图像

牛顿第一定律

牛顿的“理想抛
体”实验

教学采用：

实验基础上

合理推理法

自由落体运动
l 万有引力定律

l 动能定理

l 动量守恒定律

l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教学采用：

理论推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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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
规律教学
形式化。

2. 理想
规律教学
记忆化。

3.  理论
规律教学
结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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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干
扰。

3.思维
定势造
成负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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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4.学科

知识的
干扰。

学生在规律学习中的常见障碍



二、规律的教学设计

案例1.牛顿第一定律的教学

案例2.机械能守恒定律的教学



规律教学的一般模式

创设情景

提出问题

思维加工

分析归纳

运用规律

解决问题

引入

规律

形成

规律

应用

规律

明确条件

理解规律

理解

规律



物理规律的教学策略。

1.创设便于发现物理规律的情景。

2.帮助学生用科学方法探究物理规律。

3.促进学生物理规律的深入理解。

4.引导学生用物理规律解决实际问题。

5.厘清物理规与相关物理规律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