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２，３４（３）：１００～１０２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３－０２
基金项目：昆明学院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新课程背景下的物理教学设计研究”（ＸＪ１１Ｌ０２６）
作者简介：王琼辉（１９６５—），女，云南文山人，副教授，主要从事物理教学论与教学设计研究．

新课程背景下物理课堂教学提问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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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在物理课堂教学中以科学有效的提问去调动学生积极思维，激发学生的探求欲望，培养他们勤于思

考、乐于探究的科学精神和能力．通过调查分析和理论研究，从新课程背景下物理课堂教学的特点出发，立足课
改要求，提出了新课程背景下物理课堂教学问题设计和组织实施的策略，以实现物理课堂教学最优化．
关键词：新课程；物理教学；课堂教学；提问；设计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２）０３－０１００－０３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ｓｋｉｎ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ｓｓ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Ｎｅｗ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ＷＡＮＧＱｉｏｎｇｈｕｉ１，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１，ＹＡＮＧＰｕｙｉｎｇ２，ＤＵＳｈａｎ１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ｕｎｎａｎ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２１４，Ｃｈｉｎａ；
２．ＫｕｎｍｉｎｇＮｏ．１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Ｙｕｎｎａｎ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０３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ｉｒｄｅｓｉｒ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ｔｈｅｉｒ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ａｓｋ
ｉｎ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ｎｅｗ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ｓｋｉｎ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ｈａｖｅｂｅｅｎ
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ｅｗ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ｓｋｉｎ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ｄｅｓｉｇｎ

　　问题是思维之源，学生有了疑问，才会萌发积极
主动探索新知识的欲望．新课程物理教学要求，让学
生在获得物理知识的过程中，同时体验获得知识的

过程，领悟科学研究的方法，培养学生乐于探究、勤

于思考的科学精神和能力［１］．教学中，教师就需要以
问题不断刺激学生，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调动学生

积极思维．因此，科学设计教学问题，组织好课堂提
问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是，在有的中学只要认真听几
节物理课，并注意课堂上教师的提问，不难发现，许

多教师提问的随意性很大，提问次数多，但类似

“是不是？”、“对不对？”、“是什么？”的问题比比皆

是．这类问题由于缺乏启发性、价值性和有效性，
激不起学生思考的兴趣，往往会使课堂教学陷入

平淡罐输的状态．所以，在新课程背景下，要深入
推进教学改革，课堂教学应努力引导学生从被动

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探求知识，使物理课堂教学

达到最优化．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掌握课堂教学问
题设计的策略和技巧，精心设计问题，组织好课堂

提问，以科学有效的问题去调动学生积极思维，激

发学生的探求欲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

能力．本文就新课程背景下物理课堂教学提问的
设计、有效实施方面作了一些探讨，旨在为新课程

背景下物理课堂教学提供参考．

１　精心设计问题

教师如果对所提问题缺乏深思熟虑的思考，课

堂上随口而问，提出的问题就可能会泛泛而谈，甚至

天马行空．要使问题提得恰到好处，有的放矢．教师
就要对所提问题的内容、提问的方法等进行精心巧

妙的设计．设计物理课堂教学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加以考虑．
１．１　问题的情境性

根据建构主义理论，“情境”是学习环境中的四

大要素之一，是学生学习的土壤，自然也是学生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的土壤．青少年学生对自然的或现实
的事物都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不懂的现象总喜欢

问“为什么”．如果教师注意联系实际有目的地创设
适宜的情境，在直观形象的情境中自然引出物理问

题，就会给学生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从而吸引学生注

意，激起学生愉快的情感体验．这有利于教师引导学
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借景悟理．

创设问题情境的方法很多，教师可以利用观察

实验、模拟现象、阅读资料，或者生活生产中的鲜活

事例等来创设．如，在“力”的教学中，一位教师设计
了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先让学生观看人推车以及拉、

提、压各种物体的视频，然后让学生观察磁铁吸引铁



钉的演示实验，最后让学生进行扳手腕比赛，再提出

问题：“上述这些现象有什么共同特点？”［２］．通过视
频的直观再现、观察实验、扳手腕比赛等丰富的教学

活动，学生得到了力的多种感官体验，对问题的思考

就有了坚实的感性基础．由此引导学生从各种具体
现象中分析归纳，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建构力的知

识．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对力的概念有了深刻的认
识，同时也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１．２　问题的启发性

新课程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强

调以启发式为指导思想，以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调动

学生积极思考，引导学生主动探求物理知识［３］．启发
的核心是调动学生积极思维，而启发性问题是学生

思维得以启动的前提和基础．学生有了疑问，受到适
时启发，才会沿着正确的思路，主动探索、独立思考、

深入分析．因此，教师进行问题设计时，要非常重视
多以启发性问题去刺激学生的反应，有效激发学生

的思考．尽量不提那种毫无启发的问题．特别是当学
生没有问题或提出问题遇到困难时，教师就更要注

意所提问题的启发性，设计的问题要有益于开启学

生大脑，引发学生思维．
例如：在“交变电流的产生和变化规律”教学

中，教师可以先进行直观启发，让学生观察“交流发

电机模型”结构，并让学生参与演示交流发电把小

灯泡点亮的实验过程，再提出问题：“小灯泡为什么

会发亮？”，这一直观启发的问题就会引发学生思

考，为后续引导学生进行理论上的分析研究奠定基

础．再如，教师讲授了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的概念之
后，可以进一步提出：“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有什么

区别？它们在什么情况下相等？为什么？”等，然后

引导学生结合实际深入思考，积极讨论．经过这样的
教学过程，学生对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的理解就会

比较透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能力也能得

到充分的锻炼．另外，面对现成的物理知识，教师应
注意启发学生，多问几个为什么，或设计一些有启发

性的问题，引导学生去分析、思考．如，讨论了自由落
体运动，提出：“现实中有自由落体运动吗？”、“伽利

略从比萨斜塔上放下的铁球，它的运动是否可以看

作自由落体运动？为什么？”．这样就把学生的思维
逐步引向深入，使学生对问题知其然，也知其所以

然．同时还培养了学生不迷信书本、权威，敢于大胆
质疑的科学精神．
１．３　问题的层次性

教师在预设问题时，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必然

会激发学生深入思考，积极探求知识，这也是物理课

程循序渐进教学原则的体现和要求．课堂上，通过引
导学生对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问题的步步思考与

探索，能使学生层层深入地理解和掌握物理知识，深

化学生的思维．如，在上述“交变电流的产生和变化
规律”一例中，提出：“小灯泡为什么会发亮？”的问

题之后，学生可能不知从何处入手分析．此时，教师
可以用导线框、磁铁和灵敏电流计，分几个步骤、放

慢速度演示电磁感应实验过程，然后结合图示提出：

“导线框在磁场中转动的过程中，穿过它的磁通量

有无变化？如何变化？”同时引导学生进行观察分

析，得到答案后，又进一步引出新的问题：“导线框

中产生的感应电流按什么规律变化？”鼓励学生大

胆猜想，从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这一系列
层层递进的问题，就把学生的思维逐步引向物理研

究的实质性阶段．而学生通过对层层深入问题的积
极思考和探索，所获得的物理知识印象会更深刻，学

会的方法会更难忘．另外，层次性要求还包括教师对
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难易程度不同的问题．教师要
充分了解各个层次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能力水平，在

准确把握学情的基础上，为学习程度较好的学生设

计难度较大的问题；对基础较差的学生，设计的问题

可简单些，逐步培养其学习兴趣和自信心，要避免问

题难度过大而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１．４　问题的适宜性

根据教学设计理论，教师对课堂教学问题的设

计应在教学内容和学习者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要使

设计的问题适宜教学内容，特别要注意适宜于学生

的思维特点、知识基础与能力水平．让学生“跳起后
能摘到桃子”，学生才会有“摘桃子”的欲望和兴趣．
问题过浅，学生“不用跳就能摘到桃子”，学生会感

到索然无味，达不到启发思维的目的；问题太深，脱

离了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能力水平，学生会无从下手．
对于学生感到困难的问题，则要注意为学生搭置合

适的台阶，让学生拾级而上，在最佳时机“起跳”，并

“摘到桃子”．比如：在“单摆的周期”教学中，有的教
师介绍了单摆的结构之后，马上就提出问题：“单摆

振动的周期与什么因素有关？”此时，学生可能就不

知道该如何去思考．如果先给学生提供不同的实验
材料，让他们组装不同摆长、不同摆球质量的单摆，

并亲自动手实验，通过观察、比较不同摆长、不同摆

球质量以及相同摆长、相同摆球质量但偏角不同的

情况下，单摆振动的快慢情况．再引出问题：“单摆
的周期与什么因素有关？”这样，在老师的引导下就

能使学生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
１．５　问题的价值性

某位教师讲到速度时提问：“你跑得快还是汽

车跑得快？”结果学生无需思考就能回答，这样的问

题价值不大，不值一提．由此可见，同样是问题，对学
生获取知识、促进思维的作用大相径庭．在进行问题
设计时，教师应充分注意到问题的价值性．尽量设计
对激发学生思维、深化或扩展学生知识有价值或价

值大的问题．通过引导学生对这类问题的分析和解
决，能有效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如，在“电磁感应
现象”教学中，提出：“电能生磁，那么磁能否产生电

呢？”该问题就向学生呈现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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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逆向法，因而是有价值的．在学生提出假设，进
行探究，得出结论之后，又提出“磁生电必须满足什

么条件？”该问题又进一步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让学

生明白获取知识的过程也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并明

确了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对促进学生思维有较大的

价值．再如，在“电磁感应”教学之后，提出“磁悬浮
列车为什么能浮起在轨道上？”等．这类联系实际的
问题不仅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点燃思维的火花，

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还扩大了

学生的视野，实现了“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

社会”的新课程理念，因而提得很有价值．
可见，进行物理课堂问题设计时，教师对教学目

标的把握，教学内容和学情的分析十分重要．教师要
认真研读课程标准和教材，运用教学设计的原理、方

法和技术，深入分析教学内容和学生情况．在此基础
上，把握好每节课的教学目标，准确确定教学重点、

难点，正确估计学生的实际水平．紧紧围绕教学目
标，针对教学重点、难点和学生疑点设问，才能使问

题提在关键处，问在点子上，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

潜能．

２　组织好课堂提问

教师课前精心设计了问题，课堂中仍须运用提

问策略进行有效组织实施，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

效果．
２．１　面向全体学生

“面向全体学生”是新课程物理教学的基本理

念，充分体现了学生本位的教学思想．课堂提问虽然
点名作答的是个别学生，但提问的目的是充分调动

全体学生参与教学活动，激发每一个学生积极思

考［４］．所以，教师要先向全班提出问题，然后才指名
学生作答．如果先叫某个学生站起来，向其提出问
题，从学生角度而言，就等于问题只是向指名学生提

出的，这样不利于调动其他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另
外，教师提问时要充分调动起全体学生积极参与，不

能只盯着几个学生（优等生）提问，而冷落了其他学

生，这样会挫伤大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２．２　把握提问时机

虽然课前教师对每一个教学问题都进行了精心

设计，但教学活动中师生的交流是一个复杂的动态

过程，教学情况随时在变化．教师要以自己的智慧敏
锐地作出判断，抓住最好的时机提问［４］．向学生提问
的最佳时机是学生处于“愤”或“悱”的状态之时．下
面是一位教师的教学片段［５］：

师：我现在把通电的白炽灯放在磁铁中间，大家

注意观察灯丝，看有什么现象？

生：看到灯丝在晃动！

师：想想看，灯丝为什么会晃动呢？

生１：（脱口而出）这是由于磁铁能吸引铁．
……（短暂沉默）

生２：不，灯丝是钨丝，不是铁．
师：大家说，他说得对吗？

生：对，磁铁只能吸引铁、钴、镍，不能吸引钨．
师：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灯丝晃动呢？

……（短暂沉默）

生３：是磁场对电流的作用！……
该例中，正是由于教师抓住了学生的兴奋点，每

次都在思维的关键处发问，寥寥数语就开启了学生

的心智之门．
２．３　优化提问方式

为实现教学最优化，教师要从每个细节优化提

问的方式．首先，教师要注意营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氛
围．提问时表情要亲切，态度要和蔼，要以鼓励的，而
不是以强迫命令式的语气提问，让学生有话敢讲，积

极发言．问题提出后，要留给学生充裕的思考时间，
让学生对问题深入思考，充分做好回答准备．其次，
教师应集中注意耐心倾听每一位学生的发言．边听
边思考：学生哪里错了？答错的原因是什么？及时

作好应答准备．学生回答完毕，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引
导者和促进者的作用，适时组织学生讨论，引导学生

辨析，并正确评价学生的解答，回答正确的要充分肯

定，同时也要指出不足之处．当学生作答遇到障碍
时，要分析原因，及时引导，帮助其克服困难，明确努

力方向．对答错的学生，不要训斥，要多激励、肯定学
生的长处，保护其学习自信心．

３　结语

在新课程物理课堂教学问题设计中，教师要紧

紧围绕教学目标，针对教学重点、难点和关键点以及

学生的实际水平，精心设计问题．课堂中注意结合具
体的教学情况，灵活组织提问．这样才能有效地调动
学生的思维，激发其探索欲望，进而培养他们乐于探

究、勤于思考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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