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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理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如何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学生将来的终身发展打好基础。而物理学习能力的强弱，关键在于学生思维能

力的发展，要优化学生思维能力恰恰要建构在学习者较高的认知水平上，因此在物理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从多个角度寻找突破口，着力培

养学生深入思考能力，知识重组的建构能力，从而来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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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阶思维的基本内涵 

按照心智活动或认知能力，科学思维可以分为高阶思维和低阶思维。

高阶思维是指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层次上的心智活动或认知能力。美国

学者瑞斯尼克（Resnick）认为，高阶思维是不规则的、复杂的，能够产

生多种解决方法，需要多种应用标准，自动调节且包含不确定性。布鲁

姆对学习者的思维发展从认知角度细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六个层次:记忆、

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其中，分析、评价和创造称之为高阶

思维。 

多数研究者认为，与学科教学相结合的高阶思维发展其 有效方法

是整合高阶思维与课程，把高阶思维和学科教学结合起来，实现预期学

科教学目标和学生学习效果。  

2 基于问题的高阶思维培养策略 

物理课堂中，教师通过创设各种问题情景，引领学生进入知识的殿

堂。能够有效地提出问题是学生进入学习状态的“导火索”，在进一步的

问题解决中内化知识，从而提高能力。“问题教学”由来已久从苏格拉底

的谈话法到杜威的问题教学法、布鲁姆的发现学习法，都是以问题为中

心的学习方法。物理教学中巧妙地设置各种问题，实现对知识自主建构

和深度理解的同时，进而有效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 

2.1 设置阶梯性物理问题，在低阶思维的基础上提升高阶思维 

把一个复杂的、难度较大的课题分解成若干个相互联系的子问题、

或把解决某个问题的完整的思维过程分解成几个小阶段，从而形成的阶

梯性问题，能有效地把学生的思维引向新的高度。阶梯性问题的设置应

考虑适应性和针对性，即针对学生已有知识、心理发展水平和学习材料

的难易程度；其次应具有序性和阶梯性，即针对知识的系统性和学生认

知发展水平的有序性。阶梯性问题坡度适中、排列有序、形成有层次结

构的开放性系统，能有效地实现思维由低阶向高阶的转换，从而培养高

阶思维能力。 

2.2 设置开放性问题，在思维的动态变化中培养高阶思维 

封闭性的问题具有静态的特点，认知和思维也是单一的，传统物理

教学问题往往是封闭的，都是识记性的知识。而开放性问题是对学生思

维具有挑战性的，是多维的，使答案具有多元化特征；开放性问题的解

决，往往需要学生进行深度的分析、评价和创造。开放性问题有利于培

养学生创新意识、独立思考能力，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高阶思维的形成。                     

课堂，是学生成长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学生的思维被不断地激

发、碰撞、发散、扩展，在此过程中思维碰撞出的火花，教师应给予足

够的尊重，并引领他们自己去分析、实验、总结，让他们充分地感受知

识的生成过程，体验学习成功的乐趣。 

2.3 设置物理情境，在知识的创新应用中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 

物理的情境问题指自然界及生产、生活中客观存在并且未被加工的

问题。设置原始物理问题情境，同时提供探索的空间，在学生深度思考

和创新应用物理知识、观点、方法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 

物理来源于生活，课堂也应贴近学生的生活，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 

在物理知识的学习中，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现象和

自然规律，对一些理性的、抽象的知识常常感到难以理解，教师如果能

够从学生身边 熟悉的事物入手，揭示其中隐藏的物理规律，这样学生

接受起来就会比较容易。如在讲《声音的产生和传播》这节课时，首先

我向同学们播放一组视频动画：丛林中的鸟语、海浪的波涛声、喷薄而

出的火山、稻田里的蛙鸣、震撼人心的交响乐，把学生领入了一个奇妙

的声音世界，然后通过观察这些视频动画，让学生思考并提出问题：在

声音的世界里你都有哪些疑惑？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学生领进物理的殿

堂，进入深层次问题的探讨，在知识的创新应用中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 

通过设置生活中这些有趣的物理情景拉近了课堂教学与学生生活实

际的距离，把抽象的知识变得简单易懂，学生比较容易接受，这充分地

体现了物理教学“从生活走向物理”的理念要求。在上述对原始物理情

景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也体现了学生从初步的认知层次维度转化到了高

层次的分析探究的维度上，在整个过程中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高阶思维。 

2.4 设置研究性问题，在知识的探究过程中促成学生的高阶思维 

科学探究是指人们通过一定的过程和方法对客观事物和现象进行探

索、质疑和研究的一种方法。物理学习中，探究性问题一般没有明确的

条件或结论，也没有固定的形式，要求学习者认真收集和处理问题的信

息，经过观察、分析、综合、归纳、概括、猜想和论证等深层次的探索

活动，认真研究才能获得问题的答案。如：在探究“串联电路电压特点”

这个实验时，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只要能够探究出串联电路电压的特点，

学会使用电压表，就达到教学要求了；对一些动手操作能力强的同学可

以试着让他们进行一些“错误”连接，比如说电压表应并联在用电器两

端，如果把它和小灯泡串联又会怎样呢？如果再把电压表并接在导线两

端又会什么现象呢？并接到电流表两端呢？对个别动手能力差的同学，

可以通过小组合作，组内辅导的方法，争取让每个孩子都能熟练地进行

实验操作。开放性、可操作性、探索性和综合性是探究性问题的重要特

征，探究性问题涉及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也十分广泛，在问题解决过

程中需要创造性和探索性，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必须灵活多变，在探索与

综合过程中促成学生高阶思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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