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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学的促思方略

宁化第一中学 张运勇

摘 要：中小学课程引导学生的学，重心在于促进学生在学

过程的思考。具体方略为：尝试编题，促进内化性思考；自主

小结，促进贯通性思考；学会质疑，促进探究性思考。教学中

的促思，不仅有助于促进学生对已有认知的深化，而且有助

于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促思；内化性思考；贯通性思考；探究性思考

进入高中后，大多数学生都感到物理难学，究其原因

是思考方面存在问题。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 其中的

“不思”，表意指没有思考，但其深意是指不善于思考。 善

于思考， 它是有效学习的基点， 更是事业成功的必备素

养。 中小学课程引导学生的学，重心在于促进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的思考。 课程学习的促思，就是促进学生在课程学

习中能进行 “举一反三” 的思考和促进学生的探索性思

考。 笔者就高中物理教学如何促进学生的思考，谈谈个人

的认识。
1 尝试编题，促进内化性思考

课程学习的实质是对人类知识与文化的一种传承。 就

目标要求而言， 它不仅要求学生能很好地理解课程知识，
而且要求学生能娴熟地运用课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 1 ]。 课

程没学好，一是学生对知识理解不到位，二是在知识活化

为技能方面有所欠缺。 在传统的课程教学中，学习过程是

由“知 识 构 建”到“知 识 运 用”，具 体 体 现 为“认 知”与“做

题”这两种学习活动，如何使“认知” 活化为“做题”技能，
这正是诸多教师在教学中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而引导

学生编题的教学活动，则可以很好地弥补这种欠缺。
学生围绕某个知识点来编题， 它既要求学生对知识

点有着透彻的理解， 又要求学生对问题情境进行一定的

假设或想象，其中的假设或想象，可能是原有知识经验的

整合，也可能是某种问题模型的演变，还可能是突出某种

技能方法的迁移，而“整合”、“演变”、“迁移”的编题过程，
不仅能促进学生对知识点的内化理解， 而且有助于学生

把握其中的解题思路与方法， 并且能收到编一题通一类

的功效。 这既是“举一反三”的体现，又是促使学生把知识

活化为技能的学习过程。
编题是一种创造性的学习过程， 对于习惯于做题的

学生来说，确实是一种过高要求。 据此，教师要给予适当

的启发或提示，通常做法是给出一定的问题模型，然后要

求学生依据问题模型并按问题提示进行适当演变来设置

新的问题。 如要求围绕“平抛运动”模型来编拟习题，教学

中就可以给出如下问题模型和问题提示：
问题模型： 在倾角为θ的斜面顶端以某一初速度v0水

平抛出一小球。 若小球能落在斜面上， 能否求出落点位

置？ 此时小球的速度大小怎样？ 方向如何？
问题提示：在斜面底端正上方某高度为H处向斜面水平抛

出一小球，试设计相关的问题。
在问题设计中，学生依据θ、v0、H可以求算出小球在斜

面上的落点位置、落点速度大小和方向、运动时间，反过

来，也可以依据落点位置或落点速度方向来求算θ、v0、H中

的某个量。 在解题方面，除了运用平抛运动规律与斜面的

几何条件来分析， 也可以采用联解平抛的抛物线方程和

斜面的直线方程的解析几何方法来求算。 可见，引导学生

的编题活动， 不仅能很好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内化性思

考，而且还能促使学生深刻地认识问题模型的内涵，在一

定的程度上发展并提升学生在解题方面的思维能力。
2 自主小结，促进贯通性思考

有效的学习必须经历“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这两

个过程。 “由薄到厚”，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能联想到或

领悟出书中所涉及的相关内容，不仅能理解其文意，而且

能领悟其潜意和深意。 换句话说，书中仅一句，学习者却

能说出三句。 尝试编题，实际是学生经历“由薄到厚”的学

习过程。 “由厚到薄”，指学习者能把学习进程中所获得的

认知进行分类并加以归纳和概括， 从而形成纲要化的信

息。 书中的几百字几千字，通过归纳和概括后，它只需用

几个关键词来取代。 在课程学习中，引导学生自主小结就

是“由厚到薄”的学习过程。 自主小结，指以学生为主体并

用联 系 的 思 想 和 比 较 的 方 法 对 所 学 知 识 进 行 梳 理 的 过

程，其思维形式是一种贯通性思考 [ 2 ]。
自主小结主要包括课题要点归纳、单元知识整理、模

块内容建构这三个方面。 课题要点归纳，就是对课题内容

要点进行概括或归纳。 如“力的分解”课题，其中包括“分

力 力的分解”、“力的正交分解”、“力的分解的应用”这三

个内容要点，如果学生在自主小结中能归纳出“力的分解

可以依据作用效果分解或沿正交方向分解” 这两种分解

方法， 同时能领悟这两种分解方法的适用情形和变通要

点，那么他对“力的分解”就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单元知

识整理，指对章节知识内容的梳理，分析其内在联系或隶

属关系。 如“匀变速直线运动研究”一章，它包括“速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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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匀变速直线运动的规律”、：“匀变速直线运动的

实验探究”、“自由落体运动”四节内容，其中“匀变速直线

运动规律”是核心知识，“速度的变化”是构建核心知识的

预备知识，“自由落体运动” 是核心知识应用特例，“实验

探索”是验证核心知识的研究方法。 这就是对章节内容的

贯通性理解。 模块内容构建，指把本质相同、形式相似、内

容相关等问题知识纳入新的认知体系的小结方式。 如“匀

变速运动”，就可以把“匀变速直线运动”和“抛体运动”贯

通起来理解：“恒力作用”是共同的受力特征，力与初速度

的方向夹角是决定直线或曲线运动的充要条件， 基本公

式v=vo+at与s=vot+ 1
2 at2也适用于抛体运动， 不同的是：对

于竖直上抛或下抛，公式右边为代数运算；对于平抛或斜

抛，公式右边则为互成角度的两个矢量运算。
在传统的教学中，知识小结通常由教师包办，学生只

是一种接受容器，没有经历贯通性思考的过程，对知识的

理解多数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也正是制约学习

质量的重要原因。
3 学会质疑，促进探究性思考

学贵有疑，小疑小进，大疑则大进，学生对课程学不

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质疑能力有所欠缺。 质疑，指心有

所疑并提出且力求解答。 质疑过程，实质是一种探究性思

考的过程[ 3 ]。因此，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会质疑，实质是促进

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探究性思考。 质疑的两个要素是提

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教会学生质疑也就是促进学生在课

程学习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要使学生能提出问题，首先在于学生能发现问题。 据

此，教师在教学中，通常是给出某种暗示，或给予一定的

启发性引导。 如对于“折射成像”现象，作为暗示，教师在

教学中就可以给出如下问题：从水面上看水中的鱼，与实

际鱼相比，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若在水面下看岸边的柳

树稍，与实际柳树稍比较，是更高还是更低。 这里暗示了

两个问题：一是像与物的大小问题，二是像与物的位置问

题， 教学意图是让学生发现像的大小与位置与原物相比

会发生变化这一现象。 再如对于“伏安法测电阻”的误差

分析，作为启发性引导，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分析安培表

内接或外接对测量值所造成的误差原因，让学生发现“安

培表不论是内接还是外接测量值均存在着误差”的问题。
其次是教会学生学会横向思维、顺向思维、逆向思维等多

种思维方法。 如“伏安法测电阻”，在安培表内接法中，安

培表内阻是导致测量误差的因素， 而安培表的量程越大

其内阻就越小，作为顺向思维，是否安培表内接时必须选

较大的量程？ 作为横向思维，待测电阻越大，内接法时通

过的电流越小，安培表分压越小，是否为大阻值适宜于安

培表内接？ 作为逆向思维，既然是大阻值适宜于安培表内

接，那么是否小阻值则适宜于安培表外接？ 进而提出，能

否依据待测电阻、安培表内阻、伏特表内阻这个阻值大小

关系来确定安培表的接法？ 可见，这种提问就是抓住了问

题的本质。
解答疑问是质疑求进的主要方面，疑而未决，何以有

进？ 能否有进，关键在于教师平时教学中做到有意识地培

养学生的探究性思考能力。 如对于“折射成像”问题，在

“光的折射”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探究水中“点光

源” 点的折射成像问题，“点” 的折射成像问题解决了，
“线”和“体”的折射成像就有了探究性思考的基础，借助

逆向思维，从水中看岸边的柳树稍，只要进行一定的思维

推理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结论， 这何以不是科学解答疑问

而学有所进的体现呢？
教学中的促思，实质是培养学生善于思考的习惯。 善

于思考，指能自觉主动地提出一些与学习有关的问题，并

且能通过探究性的思考来寻求问题的答案。 它不仅有助

于促进学生对已有认知的深化， 而且有助于提升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据历届高考高分学生介绍，善于思考

是其共同的学习方法素养。 新课程的教学理念是教会学

生学会学习，所谓促思，实质是教师在教学中贯彻引导学

生“会学”和“学会”的具体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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