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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教学中

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思考



前言：物理核心素养的

结构和水平描述



●学科核心素养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

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 “物理观念” “科学思维” “科学

探究” “科学态度与责任” 四个方面。

一、两个概念

●学业质量标准

学业质量是学生完成本学科课程学习后的学业成就表现。

学业质量标准是以本学科核心素养及表现水平为主要维度，

结合课程内容，对学生学业成就的总体刻画。依据不同水平

学业成就表现的关键特征，学业质量标准明确将学业质量划

分为不同水平，并描述了不同水平学习结构的具体表现。

（学科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标准的表述基本相同）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二、学科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标准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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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质量物理观念两种描述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按要素列表，2017.9.2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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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中物理核心素养的内容结构

4 个方面（一级主题）。

每个方面有若干要素，每个要素有 5 级水平。

2.学业质量标准的内容结构

2×5 ＋ 4×5 ＋ 4×5 ＋ 3×5

5 级水平（一级主题）。

每级水平都包括 13 个要素。

5×13 

学业质量水平

核心素养水平

3.教学中还需要以要素为线索的结构方式 按要素排列

13×5

二、学科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标准的结构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链》/●基于核心素养案例的链接/○学业质量水平（2018.1.26）.docx
../../《链》/●基于核心素养案例的链接/○核心素养水平划分（2018.1.26）.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链》/●基于核心素养案例的链接/○学业质量水平（按要素列表，2018.1.26）.docx


（一）物理观念



“ 形成物质观念、运动与相互作用观念、能量

观念等，能用其解释自然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

这是高中物理课程标准的一项重要目标，该目

标明确提出两个要点：第一，形成物质观念、运动

与相互作用观念、能量观念；第二，会用这三个观

念解释自然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

为达成上述目标，教学时应重视以下两方面：

一、构建有优化结构的高中物理知识系统

二、强化物理知识与实践情境的关联



课程标准关于“物理观念”的说明：

“物理观念”是从物理学视角形成的关于物质、运动与

相互作用、能量等的基本认识；是物理概念和规律等在头脑

中的提炼与升华；是从物理学视角解释自然现象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基础。

什么是“概念和规律的提炼和升华”？

所谓概念和规律的提炼，其重要的方面就是把这

些概念和规律组合成优化的结构，成为某一知识领域

的核心内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视角和思维指南。

一、构建有优化结构的高中物理知识系统



例：《力的分解》教学的知识目标

传统的《力的分解》教学过程：

一、构建有优化结构的高中物理知识系统

用力的分解求解物体的受力问题，根据“力的

作用效果”来判定分力的方向，用平行四边形定则

根据判定的分力方向进行力的分解。

该教学过程值得质疑。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G

N

老师：如右图，悬吊的球由于重力的作用产生了两个效

果，一是拉绳子，二是压墙。因此可以把重力按效果分解为

T 和 N 。

学生：分力和合力是指同一物体上两次

受力的的等效替换，但 T、N 和 G 并不作

用在同一物体上，一个力可以分解为别的

物体所受的力吗？G 是引力、T 和 N 是弹

力，一个引力可以分解为两个弹力吗？

老师：…… 。

例：《力的分解》教学的知识目标

一、构建有优化结构的高中物理知识系统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1. 知识目标要点

●不要求学生把力的分解直接用来求解物体的受力

●突出力的分解的等效替换的思想

●会用平行四边形定则求解有确定解的两个分力

（求解物体受力的要求，在牛顿定律中实现）

2. 设计上述知识目标的思考

●降低教学的难度，避免新课时很难说清的问题

●把“力的分解”作为牛顿定律解决问题的一个环节来

处理，使解题思维更规范。

3. 教材“力的分解”练习题并没有用力的分解来求解物体

受力。 2010版教材

《力的分解》教学目标的设计

《力的分解》2010教材.doc


新课标指出：“能用共点力的平衡条件分析日常

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用“力的分解”，它突出了运

动与相互作用的关系，即物体的运动如果处于平衡状

态则物体在相互作用中所受的合力便等于 0，这是核

心知识，力的分解不过是求解过程中的一个计算手段。

解决物体受力的计算应该在学习共点力平衡时完成，

而不是学习力的分解时就匆忙做这些题目。

例：《力的分解》教学的知识目标

一、构建有优化结构的高中物理知识系统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之所以把共点力的平衡视为核心知识。是因为用

共点力平衡条件分析具体问题时，需要选择相互作用

的对象、分析相互作用的物理量、列出相互作用关系

的方程，这是一种分析物理问题基本而且重要的思路，

这种核心思路和视角，普遍用于力、电、热等问题的

分析，是概念和规律的提炼。是运动与相互作用观的

重要内容。

“共点力的平衡”是高中物理这一思路的起点。

例：《力的分解》教学的知识目标

一、构建有优化结构的高中物理知识系统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二、强化物理知识与实践情境的关联

物理观念的第二个要点，是“会用物理观念解释

自然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强化物理知识与实践情境的

关联，提高把物理知识与实践情境进行联系的自觉性，

增强学生的实践意识。当学生面对物理语言、文字和

符号时，能自觉地联想相应的物理情境；当学生面对

实践情境时，会自然联想到与此相关的物理概念和规

律。这就是物理概念和规律的升华。





设有x％考生会做第17题，则 x＋（100－x）/4 ＝27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题号

难度系数（得分率）

2016年高考理综试卷物理必考题难度系数

解出： x＝2.67 ≈  3 即只有3％考生会做第17题。

第17题是必考物理题的最难题，难在哪里？



利用三颗位置适当的地球同步卫星，可使地球赤道上任意

两点之间保持无线电通讯。目前，地球同步卫星的轨道半径约

为地球半径的6.6倍。假设地球的自转周期变小，若仍仅用三颗

同步卫星来实现上述目的，则地球自转周期的最小值约为（ ）

A.1h B.4h C.8h D.16h

新课标2016年高考理综Ⅰ卷第17题

解答本题需要用到的物理知识：

物理知识不是解答本题的困难，本题难在知识与情境的转化上。

1.地球同步卫星运动的周期等于地球自转周期；

2.卫星绕地球运动周期的二次方跟半径的三次方成正比



利用三颗位置适当的地球同步卫星，可使地球赤道上任意

两点之间保持无线电通讯。目前，地球同步卫星的轨道半径约

为地球半径的6.6倍。假设地球的自转周期变小，若仍仅用三颗

同步卫星来实现上述目的，则地球自转周期的最小值约为（ ）

A.1h B.4h C.8h D.16h

新课标2016年高考理综Ⅰ卷第17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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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文字→情境→知识”的转化，才是正确解题的关键



●把跟学生生活联系密切的问题、社会热点中的物理问

题、现代科技成果等有实践情境的教学内容引进课堂；

●用生活中的器具做物理实验，加强物理知识与生活的

联系；

●创设真实情境、并通过对真实情境的思维加工来建立

物理概念；用物理规律分析和解决真实情境中的问题；

●养成估计生活中有关物理量大小的习惯，乐于对媒体

消息中物理量的大小进行审视，勇于对媒体信息中的不合

理数据进行质疑。

二、强化物理知识与实践情境的关联

1.课堂教学中增添联系实际的内容



例：从生活实践引入“自感和互感”课题

二、强化物理知识与实践情境的关联



从生活实践引入“自感和互感”课题



例：从生活实践引入“自感和互感”课题

以上案例中，短短几秒钟，教师通过两个动

作，建立了“物理知识和生活情境的关

联”“科学和技术的关联”。

二、强化物理知识与实践情境的关联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例：物理知识跟社会生活的关联

机场规定：严禁携带额定能量超过160 W·h

的充电宝搭乘飞机。

一般充电宝（移动电源）的规格，标注的是

电荷量，单位是mA·h，机场的规定为什么要以

W·h为单位？

二、强化物理知识与实践情境的关联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根据物理知识可知，机场限定的不是充电宝

的电荷量，而是充电宝的能量，W·h的含义是瓦小

时，160W·h 相当于57.6 t 的重物由静止下落 1m 所

具有的动能。

旅客怎样判断自己的充电宝是否超标？须把它

的电荷量乘以标注的额定电压并换算成 W·h 单位。

例：物理知识跟社会生活的关联

二、强化物理知识与实践情境的关联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1) 教师列举实例进行讲解

(2) 让学生列举实例

(3) 展示联系生活、社会的图片

(7) 学术性游戏

(4) 演播联系生活、社会的视频

(5) 展示实物并进行演示

(8) 经历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6) 学生操作体验

优

化

2.采用优化的教学方式

二、强化物理知识与实践情境的关联



●《拔火罐和马德堡半球》——2016科学晚会节目

file:///F:/2016科学晚会/科学晚会节目剪辑/马德堡半球（拔火罐）1+3.mp4


（二）科学思维



《课程标准》中的“科学思维”素

养，主要包括模型建构、科学推理、科学

论证、质疑创新等四个要素。



1. 高中物理课程中的两种理想模型

一、重视对理想模型的建构和应用

(1)关于研究对象、装置或条件的理想模型:

质点、弹簧振子、单摆、理想气体、点电荷、匀强电

场、理想变压器等。

(2)关于运动过程的理想模型:

匀速直线运动、匀变速直线运动、平抛运动、匀速圆

周运动、简谐运动、弹性碰撞、等温过程、绝热过程等。



2.《课程标准》对模型建构要求的层次

能说出简单物理模型

能在熟悉情境中应用常见物理模型

能在熟悉情境中选用恰当模型解决简单问题

能将实际问题中的对象和过程转换成物理模型

能将较复杂实际问题的对象和过程转换成物理模型

一、重视对理想模型的建构和应用



3. 高中物理课程的第一个理想模型 —— 质点

●17版：经历质点模型的建构过程，了解质点的含义。

知道将物体抽象为质点的条件，能将特定实际情境中的物

体抽象成质点。体会建构物理模型的思维方式，认识物理

模型在探索自然规律中的作用。

一、重视对理想模型的建构和应用

●03版：通过对质点的认识，了解物理学研究中物理模

型的特点，体会物理模型在探索自然规律中的作用。

●17版和03版关于质点的知识要求是相同的。但增加了

“经历过程”“能抽象”“体会思维方式”的要求。

“建构” ＋ “应用”



应用：将实际问题转换成所学物理模型

一名学生看见某工人沿着斜靠在墙上的梯子向上攀

登时，担心梯子下端会滑动而产生安全问题。他用力的

平衡规律探究此真实问题，得出人在梯子上的位置越高

梯子下端越容易滑动的结论，解释了所观察到的现象。

该学生研究时，把人视为质点，忽略梯子的质量、梯子

上端与墙之间的摩擦力等次要因素，合理建构了问题研

究的物理模型，形成结论时，进一步考虑梯子质量等因

素的影响。

一、重视对理想模型的建构和应用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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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FN

O

把工人和梯子合起来作为受共点力

作用的研究对象，该对象受G、P、F三

力的作用，三力共点于O，合力为0。

随着工人在梯子位置的上移，O点

向墙平移，F和地面的夹角减小，梯子

平衡所需要的静摩擦力 Ff 增大，梯子

不安全程度增加。

工人位于梯子顶部时，是梯子在该

倾角下的最不安全状态，此时 F 的作用

线沿梯子方向。

应用：将实际问题转换成所学物理模型

一、重视对理想模型的建构和应用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同样是工人位于梯子顶部的条件下，

如果梯子跟地面的夹角越小，梯子平衡

所需要的静摩擦力越大，梯子越不安全。

梯子的倾角减小到静摩擦力Ff 和弹

力 N 的比值等于动摩擦因数 μ 时，梯

子处于打滑的临界状态，此时梯子和地

面的夹角 θ 为最小安全倾角，由图可知，

ctan θ = μ。

G

P

F

Ff

FN

O

应用：将实际问题转换成所学物理模型

一、重视对理想模型的建构和应用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ctan θ = μ 是理想模型下的结论。

实际上梯子有一定质量，人也不可能处

于质点状态位于梯子的顶端，因此实际

情况下的O点不可能紧贴墙面，这两个

实际因素是有利于安全的。另外，竖直

墙面也存在一定摩擦，真实情况下梯子

下端所受的静摩擦力也小于理想情况，

这个因素也是有利于梯子安全的。

G

P

F

Ff

FN

O

水平2：能在熟悉的问题情境中

应用常见的物理模型

水平3：能在熟悉的问题情境中

根据需要选用恰当的模型解决简单的

物理问题

水平4：能将实际问题中的对象

和过程转换成所学的物理模型

水平5：能将较复杂实际问题中

的对象和过程转换成所学的物理模型

应用：将实际问题转换成所学物理模型

一、重视对理想模型的建构和应用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模型建构”水平 4（5）：

能将（较复杂的）实际问题中的

对象和过程转换成所学的物理模型；

G

P

F

Ff

FN

O

“科学推理”水平 4：

能对综合性物理问题进行分析和

推理，获得结论并作出解释；

应用：将实际问题转换成所学物理模型

一、重视对理想模型的建构和应用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学业质量标准水平划分（2017.9.23）.docx


二、不仅关注推理结论，更重视推理过程

1. 科学推理的含义

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结论推出另一个新结论的思

维方式，叫科学推理。



2. 高中物理课科学推理的常见方式

物理学中通常的推理方式有归纳推理、演绎推理和

类比推理。高中物理课学生用的较多的是归纳推理和演

绎推理。

归纳推理：由个别性判断推出一般性判断的推理。

例如，根据大量观察、实验的数据，通过分析与归纳，得出一般

性结论。

演绎推理：由一般性判断推出个别性判断的推理。

例如，根据已知的一般性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数学推导，得出个

别性结论。

二、不仅关注推理结论，更重视推理过程



3.不仅关注推理结论，更要重视推理过程

归纳推理能力是在对大量个别事物的归纳过程

中提高的。应引导学生发现这些个别事物共同的特

点，寻找其本质的特征。

演绎推理能力是在对已知规律进行演绎的过程

中提高的。应让学生明确演绎对象、物理条件，演

绎方向以及对结果的解释。

二、不仅关注推理结论，更重视推理过程



一个传统教学的推理案例：“曲线运动速度的方向”

实验事实：旋转砂轮上的火星、旋转雨伞上的水滴，都沿
圆周切线飞出

归纳推理：做曲线运动物体在某点的速度方向，在曲线该
点切线方向上

以上归纳在体现个例的本质特征上有偏差

3.不仅关注推理结论，更要重视推理过程

二、不仅关注推理结论，更重视推理过程



4. 教学中设计优化的推理过程

什么是优化的推理过程？

●归纳推理：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并对结论

进行理性分析

●演绎推理：明确研究对象和演绎条件，对结

论作实践判断

●一般推理：尽可能实现多种推理方式相结合

二、不仅关注推理结论，更重视推理过程



“曲线运动速度的方向”的改进案例

实验事实：旋转砂轮上的火星、旋转雨伞上的水滴，都沿圆
周切线飞出

猜想：因圆周运动速度方向与圆相切，曲线运动速度方向或
跟曲线相切

实验检验：钢球在任意曲线的导轨内运动，离开导轨时沿切
线方向飞出

理论分析：沿圆弧运动的物体在某段时间的平均速度等于弦
长（矢量）与时间之比，时间趋近于0时，弦矢量
的方向跟圆弧相切。

实践印证：斜向抛出的飞镖，在空中飞行时飞镖的指向跟飞
行轨迹相切



三、增强科学推理时的证据意识

证据意识的五个层次：

1. 能区别观点和证据；

2. 能使用简单和直接的证据表达自己的观点；

3. 能恰当使用证据表达自己的观点；

4. 能恰当使用证据证明物理结论；

5. 能考虑证据的可靠性，合理使用证据；



例：能恰当使用证据证明物理结论

题目 “蹦极”运动时，在运动

员身上装好传感器，测量运动员

在不同时刻的高度及速度。运动

员及所带装备的总质量为60 kg，

弹性绳原长为10m。运动员从蹦

极台自由下落，得到右图的速度

－位移图像。

问：运动员下落到动能最大

时和落到最低点时，绳的弹性势

能分别为多大? 请陈述应用相关

定律解决问题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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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强科学推理时的证据意识



本题的回答有两个层次。

层次一：通过对图像的观察，知

道落下15m具有最大动能、知道下落

的最大位移，并能应用机械能守恒定

律计算动能最大处和最低点位置的弹

性势能。

层次二：不仅能正确求解本题的

答案。而且能根据图像中下落10m的

速度值估算运动员下落的加速度近似

等于重力加速度，判断空气阻力可以

忽略，证明题中过程遵从机械能守恒

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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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能恰当使用证据证明物理结论

三、增强科学推理时的证据意识



质疑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对知识了解不够，没有弄懂，无法解决具体

问题，提出疑问，这是低层次的；

二是发现所观察到的现象与已有认知不吻合，或

者发现已有认知之间不能自恰，从而对现有认知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提出疑问，以至于萌发出新的猜想，这

是高层次的。

应倡导高层次的质疑行为，历史上物理学的重大

发现都是由高层次的质疑行为引发的。

四、在质疑、创新过程中发展思维能力

神题

南充小学数学神题.ppt


【题目】 有人描述了这样一个情境： “早

年，一名飞行员驾着飞机在空中水平匀速飞行，

飞机座舱的上部是开放的，空中经常出现地面射

出的流弹，有一次，飞行员感觉脸上有一只虫子

在浮动，抓过来一看，竟是一颗步枪子弹！”

从物理原理上看，你认为这种情境可能发生

吗？请说出你的结论。并根据子弹和飞行员的相

对运动关系论述你的结论。

例：勇于对传统结论作出有根据的质疑



核心素养：

科学思维（质疑创新）水平四

能对已有结论提出有依据的质疑，采用不同方式分

析解决物理问题。

科学思维（证据意识）水平五

能考虑证据本身的科学性，恰当使用证据，从多个

视角审视检验结论。

评分标准：

能从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两方面正确分析。论点和

论据吻合。论据的物理原理正确。



回答举例1（满分）

不可能发生。

上述情境最有可能发生的条件是子弹和飞行员的水

平速度相等，在水平方向上子弹和飞行员不会产生相对

运动。

但即便如此，竖直方向上，子弹相对飞行员还在做

竖直上抛运动。设子弹飞行到最高点时恰好接触飞行员

的脸，此后子弹相对飞行员做自由落体运动，设子弹触

脸下落 10 cm 被飞行员抓住，根据自由落体运动的位移

公式，可列方程 0.1＝10×t2/2，解得 t＝0.14秒，要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动作，几乎超出了人的反应时间的

极限，这在飞行员在驾驶飞机时是不可能做到的。



回答举例2（满分）

可能发生。

水平方向: 若子弹和飞行员的水平速度相等，在水平

方向上子弹和飞行员不会产生相对运动。

竖直方向: 子弹相对飞行员在做竖直上抛运动。设子

弹在脸上浮动时还在继续向上运动，其上升 30cm 后到

达最高点再下落 30cm 到脸部，这段时间飞行员都有可

能抓住子弹，可以计算子弹上升和下落 30cm 所经历的

时间一共是 0.5s，飞行员完全可以在这 0.5s 时间内做出

反应，抓住子弹。



回答举例3（满分）

不可能发生。

当子弹飞行的水平速度跟飞机速度相等时似乎可以

实现题中情境，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子弹水平

速度若跟飞机速度相等，则子弹相对飞机的作竖直上

抛运动，也就是说，坐在飞机上的人观察子弹的运动

方向是竖直向上的，子弹要到达飞行员脸部，在路径

上需要穿越飞机的座舱，这是不可能的。

重视论证的道理（过程），不追求结果。



（三）科学探究



一、设计有逻辑的自主探究过程

感应电流

的方向

感应电流磁

场的方向

磁铁磁场

的方向

B感和B铁的

方向关系

N 极向下插入时

S 极向下插入时

一次《关于楞次定律的探究》课堂教学摘录
N

S

下面探究条形磁铁插入线圈时和拔出线圈

时，线圈中产生的感应电流方向有什么规律。

(1) 磁体插入线圈时：

可得出的结论:

逆时针 向上 向下 相反

怎么事先就知

道要比较B感和B铁

方向关系？

怎么事先就知道

表中要列一个“感应

电流磁场的方向” ？

…增加，…相反

顺时针 向下 向上 相反

(2) 磁体拔出线圈时：
……



感应电流方向 磁铁磁场方向

N 极在下插入时

S 极在下插入时

N

S逻辑推理：线圈中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是磁通量发生变

化，因此，感应电流的方向必定跟磁通量的变化有关。

(1) 线圈中磁通量增大时：

实验结论：

感应电流方向 磁铁磁场方向

N 极在下抽出时

S 极在下抽出时

逆时针 向下

顺时针 向上

顺时针 向下

逆时针 向上

(2) 线圈中磁通量减小时：

？

磁通量的变化只有两种情况：增大和减小。因此，可研

究线圈中感应电流的方向跟磁通量增大和减小有什么关系。

实验结论：？

分析：线圈中感应电流方向是水平面上的，而线圈中的磁场方向是

竖直面上的，可见，两者的关系比较复杂，难以直接描述。

当两者的关系比较复杂难以直接描述时，是不是可以找一个“中介”

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感应电流方向 感应电流磁场方向 磁铁磁场方向

N 极向下插入

S 极向下插入

(1) 线圈中磁通量增大时：

可得出的结论：

根据以上(1)和(2)的结论，进一步概括得出：线圈中感应电流

的方向和磁通量变化的关系为：

逆时针 向下

顺时针 向上

…… 增加，……相反。

… 阻碍 … 变化。

B感和B铁方向关系

相反

相反

感应电流方向 感应电流磁场方向 磁铁磁场方向

N 极向上拔出

S 极向上拔出

(2) 线圈中磁通量减小时：

可得出的结论： …… 减小，……相同。

B感和B铁方向关系

相同

相同

顺时针 向下

逆时针 向上

向上

向下

向下

向上



——评《“探究式教学法”是一种垃圾教学法理论》

二、以“素养”的视角观察科学探究目标

“探究式教学法”是一种垃圾教学法理论

……

老师上课把本来五分钟就能讲通讲透的内容，变成让学

生去‘探究’，可能会化五天的时间，然后，更甚之，是采

用‘小组探究’的办法，全组‘探究’五个星期，结果差的

学生什么都没有‘探’出来，好的学生则浪费了大量宝贵的

时间…… 。

以上观察视角狭窄，只看到知识，每看到素养。

例：关于行星运动规律的探究

链接文件：行星的运动.ppt


三、创设科学探究的真实情境，在探究中提升

学生的科学素养。

例：关于行星运动规律的探究。

●消除了对星体运动规律研究的神秘感

●经历了跟科学家一样的研究过程，激发了探究兴趣

●增强了关于天体运动观察情境的空间概念

●培养了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

●提升了利用物理图像解决问题的能力

●理解了行星运动周期和轨道半径之间定量关系的知识

知识目标只占了 n 分之 1。评价科学探究需要全面的视角。

../../·全国17年年会（深圳 · 创新赛）/基于提升核心素养的中学物理教学思考/链接文件：行星的运动.ppt
../../·全国17年年会（深圳 · 创新赛）/基于提升核心素养的中学物理教学思考/链接文件：行星的运动.ppt
../../·全国17年年会（深圳 · 创新赛）/基于提升核心素养的中学物理教学思考/链接文件：行星的运动.ppt
../../·全国17年年会（深圳 · 创新赛）/基于提升核心素养的中学物理教学思考/链接文件：行星的运动.ppt
../../·全国17年年会（深圳 · 创新赛）/基于提升核心素养的中学物理教学思考/链接文件：行星的运动.ppt
../../·全国17年年会（深圳 · 创新赛）/基于提升核心素养的中学物理教学思考/链接文件：行星的运动.ppt
../../·全国17年年会（深圳 · 创新赛）/基于提升核心素养的中学物理教学思考/链接文件：行星的运动.ppt
../../·全国17年年会（深圳 · 创新赛）/基于提升核心素养的中学物理教学思考/链接文件：行星的运动.ppt


（四）科学态度与责任



●这里所说的“科学态度”，是广义的，包括

学习兴趣、求真精神和团队作风等，它涵盖了原

课程标准三维目标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

含义（原课程标准三维目标中的“态度”一词是

狭义的，不包括情感和价值观）。

●培养学习物理的兴趣，增强对大自然的好奇

心，是物理课程的重要目标。在物理教学中，一方

面要善于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另一方面，还

要注意让学生保持这种兴趣。



体验自感 电动势



●为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物理课应尽可

能让学生走向社会，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分析、解

释和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实际问题，让学生体验在

分析解决实践问题中成功的愉悦，增强勇于承担

社会责任的信心，为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创造最

基本的条件。



走向社会，创设真实情境进行课堂教学：火车转弯问题



内、外轨等高时，测量火车转弯时的侧压力和线速度等

计算向心力并跟侧压力比较，说明由侧压力提供向心力

学生计算：如果避免产生侧压力，外轨需要垫高多少？

按计算结果来垫高外轨，用传感器实验检验侧压力的值

视频：老师在铁路弯道上现场调查。与技术员交流信息





内、外轨等高时，测量火车转弯时的侧压力和线速度等

计算向心力并跟侧压力比较，说明由侧压力提供向心力

学生计算：如果避免产生侧压力，外轨需要垫高多少？

按计算结果来垫高外轨，用传感器实验检验侧压力的值

视频：老师在铁路弯道上现场调查。与技术员交流信息

课堂练习：按现实中数据计算弯道外轨需要垫高的高度

视频：技术员现场测量外轨垫高高度检验学生计算结果

课堂练习：如果火车速度大于或小于规定速度会如何？

视频：技术员的回答跟学生在课堂上练习答案完全吻合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