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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教学中的问题创设研究
陈嘉奕

上海市嘉定区练川实验学校，中国·上海

提问是检验师生互动、教学评价的重要手段，科学创设教学问题可以突出教学过程的趣味性、互动性和针对性，如果教学
者不能够充分发挥提问手段的能力，则很容易造成教学效率低下的问题。论文着眼于初中物理教学实践，简述问题创设环
节存在的不足以及提问策略，希望能够加速建成探究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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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学过程以学生为本，从学生的

角度出发组织教学活动，同时建立师生之间友好交流的平

台。创设教学问题是教师与学生建立互动关系的有效方式，

而课堂作为学生吸收知识、掌握技能和方法的主要阵地，课

堂教学中合理提问能够更好地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不仅推

动形成了活跃的课堂教学氛围，同时利于构建平等交流的新

型师生关系，更利于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挖掘学生潜能。

学习物理知识需要初中生具备一定水平的物理思维能力，而

提问也是训练学生学科思维的重要方式。可见，初中物理课

堂中问题创设是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如何有效创设教学问

题呢？这是我们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2传统初中物理课堂问题创设环节存在的不足

2.1 提问缺乏层次性

学习过程具有进阶性特点，因此教师在提问环节应该

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问题创设难度应该逐渐递增，呈

现“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小及大、由表及里”的特点 [1]。

但显然在初中物理课堂上，部分教师没有把握分层提问原

则，不利于发展学生的物理思维，课堂提问的节奏不合理，

导致学生出现思维断层。

2.2 提问不注重兴趣引导

只有学习者对知识探究充满兴趣的条件下，他们才会

成为主动学习者，而课堂提问是激发学生探究学习兴趣的主

要手段，这也提示我们在创设问题的过程中要考虑教学问题

对学生的吸引力 [2]。在传统初中物理课堂上教学问题方式单

一、内容单调，一部分学生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只是被动应付，

没有主动探究和创新思考的兴趣，导致课堂氛围沉寂，久而

久之学生的主体地位逐渐丧失。

2.3 问题不契合学生经验

教学问题与学生生活经验相贴合能够引导学生自主构

建物理知识和实践生活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

知识理解能力，降低物理知识理解难度，另一方面可以激发

学生的生活意识，提高学生应用物理知识的实践能力。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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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初中物理课堂中教学提问的设计很多时候并不能体现生

本理念，而是更加突出教师本位，很多教师没有树立正确的

学生观，导致物理学科的实践性特征没有得到体现。

3 初中物理课堂提问对策思考

3.1 激趣启发型提问

教学问题的基础作用就是激发学习者的探究学习欲望，

使学习者能够在有效的问题驱动下去思考、去检验，营造愉

悦、轻松、高效互动的教学氛围。初中物理课堂中激趣启发

型提问强调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质疑。例如，指导《流

体压强与流速的关系》一课的时候，教师在新课导入环节可

以通过有趣的演示实验过程引发学生的探究兴趣，首先把在

倒置的漏斗放置一个球，向学生提出疑问：“如何在不利用

手托和器材支持的条件下，不让球体下落呢？”学生结合接

触过的大气压强的知识点，提出不同的猜想，这时候教师可

以提出假设：“假设我透过漏斗下方的空隙向上吹气可以达

到不让球体下落的效果吗？”绝大多数学生从自己的生活经

验出发，认为这种方式不可行，然后教师直接开展演示实验

活动，学生竟然发现和自己结论相反的实验结果，这时候就

引发了学生的认知冲突。这一环节结束后，教师再顺势提问：

“你们知道这说明了什么物理原理吗？”以有趣的演示实验

激发学生深入探究学习的兴趣，起到了激趣、启发的作用。

3.2 分层引导型提问

上文中提到过，学习过程应该是进阶性的，基于此，

课堂提问也应该遵循分层原则，循序渐进地提问和引导，渗

透因材施教理念，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3]，立足学生现有的

学习能力、知识水平和兴趣倾向，划定学生层次、制定分层

提问方案，保证学生能够紧跟教学进度，发展物理思维，避

免传统课堂中不合理提问造成的思维断层问题。以《密度》

一课的知识教学过程为例，为学生布置实验探究任务：鉴别

铜块和铝块（在不鉴别颜色的前提下）。在鉴别涂了白漆的

铜块和铝块过程中，有的学生提出观点：“由于铜的质量高

于铝的，因此可以采用称重方式。”通过实验我们发现铜块

和铝块的体积如果不相同，则利用质量鉴别的方法就行不

通。伴随问题到来，教师可以逐层提问：“同种物质质量和

体积之间关系如何？不同物体在同体积的情况下，质量关系

如何？针对上述探究实验你有何思路？需要使用哪些试验

器材？你有何猜测？如何验证？实验中需要注意什么？请

简述。”通过循序渐进的提问引导，学生紧跟课堂教学节奏，

确定探究实验思路，初步形成实验方案，合作完成实验探究

任务，引入密度概念，提高了学生的知识理解能力，保证了

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效果。

3.3 生活情景型提问

新课改背景下的初中物理课程指导目标以核心素养为

中心，而物理实践素养培养需要学生具备生活化视角，能够

以物理思维看待生活问题，并具备利用物理知识解决生活问

题的能力。因此，教师在组织物理教学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多

从生活中取材，让物理课堂体现出生活化特征，课堂提问环

节同样如此，要求教师能够创设生活化的问题情景。以生活

化现象作为基础创设问题情景，给初中物理学科教学活动质

量提高提供了助力，但是具体的情景创设方法还需要教师自

主选择，要求教学工作者能够结合新课程需求，做好教学策

略分析，改善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例如，《滑动变阻器》

这部分知识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学生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

光度可调的台灯，然后构建生活化问题情景：“我们在生活

中常见的电路一般电器两端恒定电压 220V，在使用光度可

调的台灯的时候，旋转按钮就可以变化亮度，这是什么原理

呢？怎样实现这种目的呢？”基于之前学过的电流知识，学

生们多数都意识到是电流大小发生了变化，那么教师接着提

问：“台灯是靠改变什么来改变电流的呢？”……以光度可

调的台灯的工作原理为根本，引发学生展开思考，并且联系

了之前学过的旧知识，调动了学生以往的知识经验，引导学

生着眼于生活现象去理解物理知识。

4 结语

问题是思维的向导，提问是激发学生问题意识的最直

接方式，恰当、合理的提问是师生沟通的桥梁、是提升教学

效率的手段、是教师检验学生学习进展的方式。在初中物理

课堂创设问题，能够拓展学生思维，帮助学生及时突破重点

与难点，同时营造更加活跃的课堂教学氛围。

但是面对传统初中物理课堂中提问环节存在的诸多困

境，我们需要重构问题创设思路，着眼于物理学科的特性，

以敏锐的视角发现生活中的物理现象、提问过程兼顾学生需

求、体现问题的趣味性和实效性，不断丰富提问内容和形式，

改变单一的教学提问方式，全面激发学生探究学习的欲望，

提高他们利用物理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希望笔者在论

文中总结的教学经验可供同行参考，共同助力构建高效的初

中物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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