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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学为中心”教学观念出发，对新教材物理规律课进行研究，从引课、设问、活动、交流

等四个方面提出“思维四部曲”，皆在提升学生学习的动力、活力、毅力、能力，落实物理学科的科学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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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learning as the center",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hysics law 

course of the new textbook, and proposes the "four steps of thinking" from four aspects: course introduction, 

questioning setting, activity and communication, all of which are improving students'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vitality, perseverance, ability, and implementing the scientific thinking of physics. 

[Key words] scientific thinking; physics law; learning ability 

 

物理新教材是落实核心素养的改革，也是转变教学方式的

改革，教师的角色要从“讲授者”转变为“引导者”。物理课堂

更加注重“学为中心”，任何教学环节的设置都应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习为中心，了解学生原有的认知、关注课堂生成的问题、

设置有效的思维活动、达成学习预期的目标，从而逐步渗透物

理核心素养。因此，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有效思维》

指导下，本文从思维冲突、思维活动、思维断点、思维难点四

个维度提出了“思维四部曲”，以此提升学生的学习力，达成物

理科学思维的培养。 

1 概念界定 

1.1思维四部曲 

“思维四部曲”是指从思维冲突、思维活动、思维断点和

思维难点四个方面了解或者解决学生思维上的问题。其中“思

维冲突”是指在一个人原有的认知与现有的认知产生差异，从

而引发新的思考；“思维活动”是指一个人思考的内容以及思考

的过程；“思维断点”是一个利用原有的认知来认识现有的问题

时出现的思维断层的点；“思维难点”是一个人进行思维活动时

候不容易想到以及不容易想明白的点。四个维度相互关联、相

互递进，共同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 

1.2学习力 

“学习力”在国外多指一个人的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学

习能力和学习创新力的总和，是人们获取知识、分享知识和创

造知识的总和。在国内意味着将知识的呈现、思维方法、价值

意义转化为学生的记忆力、理解力、驱动力，让学生学会、会

学和乐学，与核心素养中的关键能力有着类似的含义。 

2“力的合成与分解”案例研究 

2.1引起思维冲突，调动学生学习动力 

课堂教学中，如果能找到与学生认知有冲突的实验或生活

现象来引课，能够快速而有效的调动引起学生学习的动力，促

进学生的思考，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让他们感受到物理是有

趣的，物理也是有用的。 

案例1：在讲解“力的合成与分解”一课时，可以这样来引

课：在讲台上放一个大纸箱，箱子里面放着一些重物，箱子绑

在长长的绳子中间。老师先请两位男生抓住长绳的两端把它抬

起来，男生很费劲才能完成；然后老师再请一位女生抓住盒子

上面的绳子单手把它提起来，没想到她很轻松就完成了。老师

顺势提出问题：“这么轻的一个纸箱女生很容易就提起来了，为

什么两名男生抬还这么费劲呢？学习了今天的内容，我们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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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这种现象了。” 

这样进行引课，一下激起了学生的求知欲，为整节课良好

的学习氛围奠定了基础，老师在讲完“力的合成与分解”满足

平行四边形后，再让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解释引课中的现象，

让学生感受到物理的魅力，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 

2.2体验思维过程，提高学生学习活力 

在物理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经常会遇到很难独立完成的

问题，而这些问题对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老师在设置教学的过程中，要杜绝学生在课堂上纯粹的记结论、

背公式，而要了解学生的认知起点在哪里，以及要到达的高度

在哪里，进而针对不同学生进行合理的设问，铺设合适的台阶，

带领学生体验物理思维的过程，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活力。 

案例2：在“探究互成角度的力的合成遵从的规律”这个教

学环节中，学生已经知道力的作用效果是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或者使物体发生形变，但是怎么利用身边的器材找到一组或者

几组合力与分力，再来研究他们的关系，学生很难独立的完成

实验方案的设计，并且进行实验探究。如果想在有限的课堂时

间内顺利的完成实验，并得出结论，老师必须合理的进行铺垫，

引导学生的思维，在基础相对薄弱的学校上课时可以尝试这样

的台阶设计。 

台阶1：打破学生错误认知 

不少学生在潜意识里会认为力的合成满足简单的代数和。

老师可以通过简单的小实验打破学生的错误认知：用两根弹簧

秤互称角度的挂重物，记录两弹簧秤读数，再用一根弹簧秤挂

同一重物并记录此时的读数，引导学生得出两个分力的和大于

合力，即力的合成不满足简单的代数和。 

台阶2：猜想并设计方案 

学生发现力的合成不满足简单的代数和，然后引导学生提

出问题：“互成角度的力的合力遵从什么规律呢？”让学生进行

猜想，并设计实验进行验证。 

台阶3：问题引导，突破难点 

学生已有的知识很难凭空设计方案，老师提供一种实验方

案的器材：两把弹簧秤、带绳套的橡皮筋，木板、图钉、白纸、

刻度尺两把、笔，然后提出一些关键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解决，

突破思维的难点。 

问题1：这些仪器各有什么用途？ 

大部分实验仪器学生都能明白它们的用途，除了橡皮筋和

刻度尺，尤其是橡皮筋的作用，学生还是比较疑惑的。 

问题2：你能用上面的仪器找到一组分力与合力吗？ 

引导学生先用两把弹簧秤拉橡皮筋，记录结点位置记录两

个分力的大小和方向，再用一把弹簧秤拉使结点到相同的位置，

并且记录合力的大小和方向。 

问题3：用什么方法可以准确的表示力的大小和方向及

作用点？ 

让学生明白刻度尺的作用，需要准确的画出力的图示，找

到一组合力与分力，然后研究它们的关系。解决了学生思维上

的难点后，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进行实验，老师巡视，解决学生

遇到的问题。 

问题4：把两个分力与合力的顶点连接起来，看看它们满足

什么规律？ 

学生画出合力与分力以后，很难想到把它们的顶点连接

起来，老师可以让学先思考分力与合力的关系，如果学生没

有想到，可以提出问题4，帮助学生比较顺利的得出实验结果。

完成一组实验以后，再让学生改变角度多次实验， 终得出实

验结论。 

以上的台阶铺设只是千万方案的一种，可能比较适合物理

程度比较薄弱的学生，对于物理思维比较好的学生，老师应该

少设置不必要的问题，避免限制学生的思维，要尽可能的让学

生自主探究。 

2.3解决思维断点，触发学生学习毅力 

新课程标准指出物理规律的探究需要创设情境。笔者非常

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在物理课堂上应该多开展体验式的教学环

节，特别是学生在思维上存在断点内容，这样可以让学生在真

实的体验活动中观察现象、理解规律，培养学生学习的毅力。 

案例3：在讲到力分解中就如何把拖拉机对耙斜向上的拉力

F按效果分解，学生就是怎么也理解不了为什么要把这个力分解

成一个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的力。如果按部就班的讲，学生也

能勉强接受，但是对于上新课学生来说根本无法入手，分析其

原因是因为他们体验不到力的作用效果，无法确定分力的方向。

设置以下的体验活动，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让学生感觉到物理

并不是那么难理解，挑战学生学习物理毅力。 

环节1：把拖拉机斜拉耙的情境转为轻绳斜拉木块的情境，

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原本学生比较陌生的情景转化为熟悉的情

境，便于学生理解，更便于安排实验，更重要的是无形中渗透

了物理模型的构建的思维。  

环节2：让学生思考斜向上的拉力产生了怎么样的作用效

果，并让学生说出自己猜想。不同观点的学生思维发生碰撞，

他们对是否有竖直向上提的效果会产生疑问，让他们在争辩中

培养科学思维中的质疑要素。 

环节3：实验演示。用斜向上的力拉物体，不断的增加拉力，

可以观察到物体向前运动了，说明了斜向上的拉力产生一个向

前的作用效果，改变了物体的运动状态。但是斜向上的拉力是

否产生了一个向上提的作用效果呢？学生对此会有疑惑，引导

学生设计合理的实验得出自己的结论。引导的思路如下： 

问题1：力的作用效果有哪些？ 

学生回答：使得物体发生形变或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 

问题2：物体放在桌面上，桌面是否发生形变了？ 

学生回答：桌面发生形变了，只不过形变太小，很难观察。 

问题3：如何设计可以让重物对支持物体的压力的作用效果

更明显呢？ 

学生的思维一下子打开了，很多的方案提出来：可以在重

物下面放海绵，可以在重物下面放软弹簧，可以用软木板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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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等等。  

然后老师再次进行演示实验，用软木板替换桌面（如图1所

示）。学生明显的看到，有斜向上提的时候软木板的形变量明显

比没有斜向上提的时候的形变量小，从而确定这个力除了水平向

右的作用效果以外，还有一个竖直向上的作用效果。确定了分力

的方向问题就简单了，老师再引导学生规范的进行力的分解。 

 

图1 斜拉时力的效果演示图 

案例4：在分析塔吊模型的时候，重物对绳子向下的拉力产

生了怎么样的效果，学生还是比较疑惑的。为此可以设计模拟

塔吊机的体验式教学。用稍微软点的竹片代替塔吊臂、轻绳代

替钢索，人代替塔吊机竖直的支撑部分，来模拟塔吊。如图2

所示，请一位同学用牙齿咬住轻绳一端，另一端挂一重力适当

的重物，将竹片顶在胸前并把绳子架在竹片的另一端。然后老

师巧设台阶，引导学生思考回答问题。 

 

图2 学生模拟塔吊示意图 

问题1：胸前有什么感觉？ 

学生回答：胸前有竹片顶着，有点痛。 

问题2：咬在牙齿上的绳子于什么状态？ 

学生回答：绳子处在被拉长的状态。 

问题3：如何设计可以明显的观察到绳子被拉长了？ 

学生回答：用橡皮筋绑在绳子的末端进行实验；用弹性好

一点的绳子替代该绳子做实验。 

问题4：塔吊模型重物对塔吊向下的拉力产生了怎么样的作

用效果？ 

引导学生得出：向下的拉力产生了以下两个效果：（1）使

绳子被伸长，沿着着绳子方向；（2）挤压杆子，沿着杆子的方

向。确定了分力的方向问题就简单了，老师再次引导学生规范

的进行力的分解。 

这样的情境教学就像一座无形的的桥梁，让学生从原有的

认知走向一个新的认知，很好的解决了学生思维的断点，触发

学生学习的毅力，让学生能更有动力去学好物理。 

2.4突破思维难点，提升学生学习能力 

老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了解学生的情况，哪些点是学生

思维上容易犯的典型错误，这些点往往也是学生认为的难点。

上课过程中，老师可以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如实物投影、

同屏软件等展示典型的错误，然后实施多样化的交流方式。例

如，针对典型错误，可以是老师点评学生，也可以是学生点评

学生，其他同学再补充，还可以是学生评价老师。学生质疑能

力的培养，需要老师创造更多质疑的机会，有的时候老师要故

意“犯错”，这样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案例5：在利用橡皮筋探究力的合成的时候，老师预测学生

操作可能会以下几种常见错误：（1）结点的位置没有记录；（2）

相同的位置理解成相同的长度；（3）确定力的方向时直接沿着

绳子画。针对以上的错误，老师设置以下的教学环节：邀请一

组同学到黑板上进行实验，其他同学观察并记录上面的学生操

作存在的问题，等待实验完成以后进行多样化的交流。有时，

学生的质疑能力得不到很好的提升，很大程度是因为在课堂教

学中给学生的交流机会比较少。因此，物理教师在课堂教学活

动中可以多开展形式多样的有效的交流活动，以此提升学生的

质疑能力，使学生变得越来越自信，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力。 

3 结语 

新课程标准下，物理课堂教学要求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

位，教师的主导作用。对此，老师应该组织好教学环节，在引

课上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针对学生思维断点、难点铺设

合适的台阶，开展体验式的教学，让学生在活动中悟理，在交

流中提升自信，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力，促进学生科学思维素

养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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