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04 年以来中国知识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

录的研究“ 有效教学”的文章激增，但对有效教学的

研究多见于理论方面，实证性研究较少。 高中物理

学科实验性强、系统性逻辑性严密、生活应用广泛。
《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 实验）》 倡导物理教学中

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致力于提升全

体同学的科学素养。 作为高中物理新课程的第一实

施者，高中物理教师对课堂有效教学的理解及对其

特征的体悟最为深刻、明了。 本文通过对我国四川、
重庆、贵州、甘肃、西藏、青海西部六省市区高中物

理教师的部分抽样调查，分析了高中物理课堂有效

教学的涵义及其特征，以期对高中物理课堂有效教

学的发展有所借鉴和启示。

一、研究过程及方法

本研究对西部地区的四川、重庆、贵州、甘肃、
西藏、青海六省市区部分高中物理教师进行了随机

抽样调查。 共发放 869 份问卷，剔除雷同卷和无效

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705 份，有效问卷率为 81.1%。
随后至 2014 年 7 月间陆续对四川、重庆、甘肃地区

的部分高中物理教师进行了跟踪访谈。
对于调查所获取的问卷和访谈内容，运用了定

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 定性方法主要用

于 开 放 型 问 卷 的 归 类 统 计 ，用 质化分析方法进行

编码、归类、整理等；定量的方法主要用于问卷调查

所获得的数据， 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以

获得高中物理教师课堂有效教学特征等情况。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高中物理有效教学的特征

在对西部六 省市区的高 中物理教师 抽样调查

后，分析了物理课堂有效教学应具有的特征项及其

认同度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高中物理教师对有效教学特征的表征项

由表 1 可知，高中物理教师认为物理有效教学

序号 特征项 认同表征度 百分比（ %）
1 学生兴趣高 632 89.7
2 会用相关物理原理解决问题 545 77.2
3 学生学有所获 389 55.2
4 学生轻松愉快 368 52.1
5 教师清晰授课 356 50.5
6 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构建 350 49.6
7 教师调动学生积极性 286 40.5
8 师生互动充分 286 40.5
9 学生学懂物理知识要点 282 40.1
10 学生体验科学探究过程 243 34.5
11 教学回归学生生活世界 228 32.3
12 课堂气氛活跃 129 18.2
13 教学效益良好 118 16.7
14 教学效果明显 116 16.5
15 学生学会相关物理思维方法 111 15.8
16 教师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105 14.9
17 教学成本低投入高收获 90 12.7
18 符合教学文件要求 41 5.8

Mean 2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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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四川、重庆、贵州、甘肃、西藏、青海西部六省市区的 700 人次的高中物理教师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数据，

运用 SPSS 聚类分析发现：学生有兴趣和能用相关物理原理解决问题，是物理教师所理解的物理课堂教学是

否有效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 此外，学生轻松愉快的情绪体验、教师清晰授课、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构建、体验

科学研究过程等特征处于不同的聚类层次，表明高中物理教师对此有选择性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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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具有的特征包括：学生兴趣高、会用相关物理

原理解决问题、学生学有所获、学生轻松愉快、教师

清晰授课、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构建、教师调动学生

积极性、师生互动充分、学生学懂物理知识要点、学

生体验科学探究过程、 教学回归学生生活世界、课

堂气氛活跃、教学效益良好、教学效果明显、学生学

会相关物理思维方法、 教师尊重学生主体地位、教

学成本低投入高收获、符合教学文件要求（ 如教育

法规、课程标准等） 。
（ 1）学生愿学是有效教学的重要前提

从表 1 可以看出，调查中 89.7%的老师认为“ 学

生兴趣高”是有效教学的各项特征中最为突出的特

征，物理课堂应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使学

生愿意学习、乐于学习，这样学生主动参与物理课

堂教学的专注力才会持久，才有利于物理课堂教学

工作的开展。 52.1%的教师将“ 学生轻松愉快程度”
作为“ 有效教学”中学生重要的情感体验特征，这意

味着不仅要让学生在物理课堂开始的时候产生 兴

趣，还需要在物理课堂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轻松愉快

地学习。 综上所述，学生愿学成为物理教师们关注

物理有效教学的前提条件，也是新课程实施过程中

物理教师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体现之一。
（ 2）有效教学的“ 效”应以学生的“ 获”为准

在调查中，物理教师认为通过物理课堂教学后

能使学生“ 会用相关物理原理解决问题”，因此，学

以致用的理念不但是促进学生学习物理的动机，也

是高中物理教师对有效教学的目标状态达 成的诉

求，并且是“ 学生学有所获”的具体表现之一。 但“ 学

生学有所获”并不仅仅体现在学生“ 会用相关物理

原理解决问题”， 还有物理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习得、沉淀与积累，因此物理教

师对此的认同度较高， 从表 1 中可知分别占到 了

77.2%和 55.2%。 同时，“ 教学效益良好”、“ 教学效果

明显”、“ 学生学懂物理知识要点”、“ 学生学会相关

物理思维方法”等均体现出物理教师对学生的收获

与成长的期望，反映出物理教师对物理课堂有效教

学的最终目标———“ 效”的诉求。
（ 3） 有效教学的过程体现师生交互的动态生成

性，兼顾效率和效益

在有效教学特征的表述项中，“ 学生主 动参与

课堂构建”、“ 教师调动学生积极性”、“ 师生互动充

分”、“ 学生体验科学探究过程”、“ 教学回归学生生

活世界”等特征项反映出有效教学过程中师生交互

的动态生成性，突出有效教学的过程是一个师生互

动的过程、是师生对话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生命力

的过程。 此外，“ 教学成本低投入高收获”也占有一

定的比例。 但仅靠一味压缩教学的“ 低成本”取得的

“ 有效教学”甚至“ 高效教学”并不是好事，因为在无

限低地压缩教学成本的同时，学生的思维、参与积

极度、收获的深度与广度也将大打折扣。 但无论怎

样，在这个意义上讲，调查的物理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注重师生交流对话和课堂动态生成的同时，也兼

顾有对教学效率的考量。
2.高中物理教师有效教学特征认同度表征的聚

类分析

在分析物理 课堂有效教 学应具有的 特征项及

其认同表征度后，为研究高中物理教师对有效教学

各特征项认同的不同期望水平层次，对各项认同度

表征量进行聚类分析。 运用 SPSS19.0 软件的 ward
层次聚类分析， 选取平方距离型聚类法， 得如图 1
所示的聚类树状图。

由图 1 显示，根据物理课堂有效教学特征认同

度表征量的间距差异， 系统聚类将各特征项分为比

较清晰的四大类。

第一个层次类：学生兴趣 高、会用相关 物理原

理解决问题。
第二个层次类：学生学有所获、学生轻松愉快、

教师清晰授课、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构建。
第三个层次类：教师调动 学生积极性、师生互

动充分、学生学懂物理知识要点、学生体验科学探

究过程、教学回归学生生活世界。
第四个层次类：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益良好、

教学效果明显、学生学会相关物理思维方法、教师

尊重学生主体地位、教学成本低投入高收获、符合

教学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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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有效教学特征认同度表征的分层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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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类层次的特征项，反映出参与调查的高

中物理教师在对物理课堂有效教学特征的梳理 过

程中对各类特征项的认同程度。 更确切的讲，他们

在梳理物理课堂有效教学的特征时，在第一时间内

所考虑的特征“ 学生兴趣高”和“ 会用相关物理原理

解决问题” 的表征率显著高于其他三层次类的特

征，其余情形逐次类推。

三、结论与建议

1.结论

在对西部六 省市区部分 高中物理教 师有效教

学特征认同的调查中，学生有兴趣且会用相关物理

原理解决问题被认为是物理课堂有效教学 的重要

特征，其中学生有兴趣被认为是进行有效教学的前

提条件之一，会用相关物理原理解决问题是学以致

用、学生有所收获的具体表现，是有效教学的效果

之一。 这与目前学术界较为认同的有效教学的目标

“ 学生进步和发展”比较一致。 但有所不同是的，此

次调查中高中物理教师将学生的物理学习兴趣 提

到了很高的高度，这种“ 兴趣”可以是教师引导激发

的，也可以是通过课堂教学达成的。 从教师的角度

讲，教师更加注重有效教学中学生的兴趣基础。 笔

者在后续访谈了解中发现，“ 物理课要让学生学得

有趣、且学习后会用”是高中物理教师对物理课堂

有效教学的特征最为直观的诠释。 因此，这与上述

聚类分析结果也相吻合。
2.建议

首先，有效教学的“ 效”的界定仍然比较 模糊。
关于“ 有效教学”的定义，国内学术界有代表性的为

“ 教学效益说”、“ 学生发展说”、“ 教学结构说”和“ 动

态生成说”等，多数学者较认同从学生进步与发展

的角度对有效教学作出界定，这体现了对学生主体

性的肯定。 但这也有局限，对有效教学的“ 效”仍缺

乏量化的定义参照，比如学生进步多少程度才能谓

之“ 有效”。 用恰当的量化方法来衡量课堂教学的

“ 效”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问题，也并非仅靠考试分

数和升学率就能予以回答，这是因为教学活动与人

的物质生命发育和精神生命成长相关联，它“ 可能

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 但是，倘若这个问题长期

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有效教学”将可能长期陷于模

糊的阴影中，很难提出针对性较强的、高效的实践

性策略。
其次，有效教学的“ 效”的达成应该在课堂教学

的范畴内。 我们说有效教学应以促进学生积极的进

步和发展为标准，有效教学的“ 效”应该在课堂内生

成，若非如此，有效教学尽显空泛而无根据。
再次，有效教学中对教师自身成长的关注明显

不足。 有研究表明，物理教师的自身专业成长，能有

效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 有效引领学生进步与发

展。 在当前课程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新形势下，有效

教学、教学高效益甚至“ 高效教学”等教学观念对教

师提出了更多挑战，因此关注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

也就被赋予了重要意义。 但目前物理教师专业成长

的关注明显不足，应加大物理教师的培训、交流、访

学，鼓励物理教师以继续深造等形式提升专业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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