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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任务呈现方式分析
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文昌初级中学  陈诗昌 

摘   要：根据研究调查表明，在高中物理的教学过程中适当地运用任务驱动这一教学方法，有助于激发学生对
这一学科的学习兴趣，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教师先为学生呈现相关的学习任务，
在此过程中，往往任务的呈现方式会直接决定学生是否能对知识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好奇心，从而积极地参与到知识
的学习中。本文从直接呈现以及间接呈现这两个方面入手，阐述了任务驱动教学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任务呈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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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任务驱动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时，

能将知识以任务的形式为学生所呈现，在此过程中，

主要以任务作为载体来引导学生对其进行分析以及

讨论。通过运用这一教学方法开展高中物理教学，

有助于学生对物理知识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在

自主探究的过程中完成知识框架的建构，促使学生

形成良好的问题分析以及解决能力。任务的呈现方

式可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直接呈现。直接呈现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

课堂教学时，不以任何形式来完成教学情境的创设，

而是直接为学生呈现学习任务。通过这一方式来完

成任务的呈现，有助于学生快速了解并掌握这一任

务的具体内容。但是在此过程中，教师并没有适当

地加入教学情境作为铺垫，因此无法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二是间接呈现。间接呈现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

课堂教学时，能依据教学内容来完成教学情境的创

设，并且将学习任务包含于教学情境中，然后为学

生所呈现。通过这一方式为学生呈现学习任务的主

要目的是：先将学生引入教师精心设计的教学情境

中，促使学生通过对情境的分析来获取学习任务的

主要内容。这一任务呈现的方式往往对教学情境存

在一定的要求，也就是说，教师所创设的教学情境

往往是学生较为熟悉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调动

学生学习的热情。除此之外，也可以加入一些新奇

的现象，以此激发学生在认知方面的冲突，促使学

生积极地参与到分析与探究中。事实证明，间接呈

现的这一方式更加符合这一阶段学生所具备的兴趣

爱好以及性格特征，因此能充分调动学生进行知识

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

一、依据实际生活创设情境，呈现学习任务

生活作为学生获得丰富感性材料的源泉，依据

学生的实际生活来完成教学情境的创设，为学生呈

现相关的学习任务，就是要求教师能根据学生日常

生活中发生的某些事例或者现象创设相关的教学情

境。在此过程中，有助于学生在短期内回忆起相关

的经验并产生一定共鸣，通过对教学情境的分析，

学生便能明确需要完成的学习任务，并结合生活中

的经验找到完成任务的方法。

例如，教师讲解“碰撞与动量守恒”这一课时

的内容时，为了促使学生能快速回忆实际生活中所

经历过的与碰撞相关的现象，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

设备来为学生呈现运动员击球、汽车相撞、跳高运

动员进行跳高等视频，并且引导学生分析与明确接

下来的学习任务。学生仔细地观察视频中所呈现的

碰撞现象，并且能围绕着自己在实际生活中打乒乓

球的相关经历，说明这些现象在运动的过程中所具

备的特征。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学习任务的呈现，

由于任务的具体内容与学生较为喜爱的课外活动之

间产生了有效的关联，所以能有效地增进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完成任

务的进一步延展，运用更加生活化的语言带领学生

从研究对象、时间以及运动状态这三个角度入手，

完成“碰撞”这一概念的特征的总结，并对其进行

重新定义，那么将有助于学生观察能力以及归纳总

结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二、围绕物理实验创设情境，呈现学习任务

物理这一学科属于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学科，

对高中阶段的学生来说，学好这一学科的前提便是

能正确地认知物理现象以及事实，实现这一学习任

务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求学生对其展开观察与实验。

依据教材中的相关实验完成教学情境的创设，并为

学生呈现相关的学习任务，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课

堂教学的设计时，能适当引入一些与教学内容相关

的物理实验，并引导学生对其现象展开实际观察，

在观察过程中获得与这部分知识有关的内容。当学

生掌握丰富的感性材料后，教师再为学生呈现相关

的学习任务。在此过程中，实验所发生的现象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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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定的认知差异，有助于激发学生对物理这一学

科的学习兴趣，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任务的完成中，

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

例如，教师在讲解“自由落体运动”这一课时

的内容时，首先可以为学生呈现一块橡皮擦以及一

张 A4 纸，并且要求学生依次到讲台说出自己对橡皮

擦和 A4 纸的感受，从而帮助学生能真正明确当前现

有的条件为橡皮的质量远远大于纸片的质量。接下

来，教师可为学生提出以下问题要求学生展开猜想：

如果现在要将橡皮擦以及纸片从同一高度同时释放，

请问哪一个物品将先落在地上？之后，教师就可以

展开具体的实验操作，并且要求学生对两个物品落

地时的快慢展开观察，并总结出正确的结论：往往

质量较重的物体下落时的速度比质量较轻的物体快。

紧接着，教师可以将 A4 纸片团成一个纸团，并且再

次将其与橡皮擦从同一高度同时释放，并且要求学

生再次观察其落地时的速度，这时却发现这两个物

品几乎同时落地，这便与之前所猜想的内容产生了

冲突。那么接下来，教师便可以为学生呈现以下这

一学习任务：试着探究物体在下落时的速度与哪些

因素存在一定的关联？围绕着物理实验展开教学情

境的创设，通过两步实验激发学生在认知上的冲突，

并在此基础上为学生呈现相关的学习任务，不仅能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素材，还能促使学生了解实

际生活经历有可能会为知识的学习带来一些错误的

概念。因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学会勇敢地质

疑，并且通过具体实验操作来完成实验结果的检验。

事实证明，这一学习任务呈现的方式往往适合于一

些实验现象较为明显并且奇特，或者与学生的实际

认知存在差异的物理知识的实际教学中。

三、通过物理学史创设情境，呈现学习任务

根据物理学史创设教学情境，主要是指教师在

实际教学时通过为学生介绍某一物理学家在探究规

律时所发生的趣味经历来创设教学情境，并在此基

础上为学生呈现学习任务。在此过程中，有助于学

生对物理知识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

物理学家在探究规律的过程中追求真理以及勇于探

索的这一精神能给学生带来一定的感染力，有助于

学生取得良好的科学态度以及精神。

例如，教师在讲解“自由落体运动”这一课时

的内容时，首先可以为学生呈现以下这一学习任务：

试着探究物品在做自由落体运动时，其速度与质量

之间所存在的关联。之后教师可以为学生介绍两位

物理学家亚里士多德以及伽利略对这一任务所存在

的不同观点，并再次为学生提出相应的学习任务。

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选择先为学生介绍

亚里士多德对这一物理知识的观点。比如物体在做

下落运动时，其快慢往往与自身的质量存在一定的

关联，如果这一物品的质量越大，那么在做下落运

动时会更快；如果这一物品的质量较小，那么在做

下落运动时会较慢。然后教师可以为学生介绍伽利

略在《两种新科学的对话》这一书籍中所呈现的与

这一物理知识相关的理论，比如从重物比轻物落得

快这一前提所推理出的矛盾结论，并提出“质量较

重的物体与较轻的物体下落时的速度相同”这一猜

想。当学生对这两个矛盾观点有一定的了解后，教

师便可以为学生呈现相关的学习任务，并要求学生

以小组的形式来讨论，通过设计相关的实验证明自

己所支持的观点。通过这一方式完成学习任务的呈

现，能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除此之外，教

师也可以围绕相关的物理知识引导学生设计实验，

在此过程中，有助于学生完成物理规律的实践证实，

促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实验探究方式，进一步提高其

动手操作能力以及思维能力。

四、结语

总而言之，任务呈现的方式往往是多种多样的，

教师在挑选任务呈现方式时，往往需要依据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等因素来展

开，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优化课堂教学效果的目标。

尤其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根据物理知识本身晦涩、

难懂的特点，教师要从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中合理选

择，最终能通过创设情境的策略，顺利推动教学工

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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