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ad and Write Periodical March 2021
2021 年 3 月第 18 卷 第 03 期Vol.18 No.03 读 与 写 杂 志

巧设情境 提升物理教学效果

沈如勇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东山第一中学 福建 东山 363400）

摘 要：情境教学是教师们经常使用的教育手法，通过问题的创建、音频视频的模拟，构建出一个虚幻的情境，引导学生走

进其中进行深度学习。高中物理难度较高，并且逻辑较为严谨，需要学生们仔细地审题、研究、计算，才能保证良好的学习效率。

现阶段的物理课堂课堂气氛较为沉重，并且师生互动较少，学生们的精神压力较大，对课程学习造成了不少影响。本文结合情

境教学法，对提升物理教学效果提出了几点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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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传统的应试教育影响，部分高中教师还存在着填鸭式

教学的误区，直接讲解公式、定义，通过大量的习题来达成教育

的目的。这样的教学方式效率较低，并且较为枯燥，无法快速地

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和热情度。情境教学通过多种手段，利用

一些学生熟知的内容展开的学习，可以让他们快速地走进教材

中，并且可以不断地钻研和探讨，对物理课堂效率提高有着很

大的促进作用。

1 利用生活中的问题创设情境

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着大量的弊端，由于部分教师长期受

应试教育的影响，经常使用单刀直入的方式讲解知识点，缺乏

自主思考和研究的时间与空间，导致能力较差的学生对这一学

科知识产生了厌倦感，逐渐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严重影响了高

中物理课堂的教学效率。高中阶段的学生思维发展已经接近成

人，有了自己的处事风格和想法，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尊

重学生们的想法和能力，创设一些生活中的情境，通过问题引

导他们自主展开对知识内容的探究。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加深

对公式的理解，对于一些实验现象和计算内容，也有很大的促

进作用[1]。

如在鲁教版高中必修一的物理教材中第二节《形变与弹

力》的课程中，要求学生掌握形变的特征，并了解弹性限度的内

容。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教师可以为学生们准备一些橡皮

筋和橡皮，让他们来回反复的拉扯皮筋、按压橡皮，观察物品的

变化。在他们动手操作的时候，教师可以讲解当橡皮经和橡皮

在外力的作用下，导致他们变换了一个形状，这种现象称之为

形变；而当橡皮筋或橡皮施加再多的力都没有产生变化的时候

并且无法回归原样，就是物品所能承受的弹性限度。利用生活

中的问题引导学生动手实践和操作，构建情境，可以帮助他们

快速的理解内容，提升教学效率。

2 利用情境激发猜测能力

物理知识中包含着大量的实验教学，基于此，在进行教学

活动的时候，老师可以引导学生们展开根据实验的内容和外界

的变化，设置多个情境展开想象，为实验预测多种结果，在此基

础上通过实验研究以及计算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想法，再总结

学到的经验和知识，保证学生们能力的有效提升，更是为物理

课堂注入了新鲜的活力[2]。

如在鲁教版高中必修一的物理教材中第三节《摩擦力》一

课，要求学生通过生活中的现象了解摩擦力的重要性，并根据

实验，使用多种方式展开滚动摩擦力的内容。在进行实验的时

候，教师可以为每一组的学生准备一些道具，如大小不一的木

块、铁块、弹簧测力计、表面粗糙的木板等，让他们以小组为单

位，利用实验设计多种情境，如将大小木块进行对比和计算，发

现其不同之处；或将同重量的铁块与木块一同实验，观察区别，

并推测出想法。这样的方式展开教学，可以快速的提升学生们的

兴趣，并且利用情境猜想展开实验研究，总结出“滑动摩擦力的

大小和压力成正比，还跟接触面的性质有关”定义。

3 利用人文情境提升对知识的重视

人文情境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快速走进物理教材中。在进行

新课程讲授的时候，可以给他们讲一下有关的物理小故事以及

原理产生的历史背景，这样人文情境的熏陶，可以让其产生学习

的兴趣，并通过故事内容创设出有趣的情境教学内容，改变对物

理知识的刻板印象，引导他们主动展开学习，提升对学科的重

视，延长探究热情，构建高效的高中物理课堂[3]。

如在鲁教版高中物理教材中第五章《力与运动》的课程中，

在本章学习牛顿的一、二、三定律。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教师可以

为学生们讲解一些故事，如牛顿在进行科学实验的时候，一边读

书一边煮鸡蛋，等他揭开锅想吃鸡蛋的时候，却发现锅中煮的是

一块怀表。利用牛顿生活上的马虎和学术上严谨的反差感，改善

学生们对物理学科的刻板印象，激发他们浓厚的好奇心，提升对

物理知识的热情，以积极饱满的态度展开知识内容的学习，慢慢

地便形成了良好的学科素养，通过人文情境提升了对学科的重

视，保障了物理课堂教学的效率。

4 结语

情境教学法是一项十分有效的教育手段，高中阶段的学生

精神、学业压力较大，并且对逻辑性较强的内容，有较为严重的

恐惧感。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教师应当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情

况，选择生活中的内容，引导其通过实践构建情境并展开猜测，

构建人文情境，缓解课堂上紧张的氛围，慢慢地便形成了良好的

学习态度和学科自信，对高中物理课堂的教学效率也有了一定

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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