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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为依据，遵循思维互动的核心思想，探讨了以激发学生思维的积极主动性、

发挥思维的效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为目的初中物理课堂教学设计程序，并将其应用于人教版初中物理“物体的

浮沉条件及应用”的教学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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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学生 的 思 维 能 力 是 初 中 物 理 教 学 的 一 个

重要方面，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如何有效地培养学生

的思维能力，很多教师都进行了不同的探索．林崇德

与胡卫平教授指出思维是智力和能力的核心，思维

活动是课堂教学中师生的核心活动，并以林崇德教

授的“三棱结构”思维模型为理论依据，二人提出了

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经过三十几年的中小学教学

实践，证明该理论可以有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如何

将该理论应用到初中物理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

维能力，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呢？本文设计了基于该

理论的 教 学 程 序，并 应 用 于“物 体 的 浮 沉 条 件 及 应

用”的教学．

１　 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

基于“三棱结构”思维模型，思维型课堂教学理

论包括４个基本原理：认知冲突、自主建构、自我监

控和应用迁移；依据“课堂教学中师生的核心活动是

思维”以 及“思 维 结 构 的 构 成 要 素 及 其 影 响 因

素”［１］，该理论中提出７个课堂基本要求：明确课堂

教学目标、突出知识形成过程、联系已有知识经验、

重视非智力因素培养、训练思维品质以提高智力能

力、创设良好教学情境、分层教学因材施教．同时，该

理论还倡导师生的课堂互动，强调了在教学活动中

“双主体”的师生关系的重要性，突出了课堂教学中

的核心是教师和学生积极思维．

２　 基于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的教学设计程序

以４个基本原理为指导，以思维互动为核心思

想，在遵循７个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设计的教学程序

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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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ＰＥ于Ｆ点．ＰＦ即为弦ＰＣ所在圆的直径，以ＰＦ
的中点Ｏ３ 为圆心，以Ｏ３Ｆ为半径做圆，就得到了一

个等时圆Ｏ３．同理可做ＰＢ 弦所在的等时圆Ｏ２，ＰＡ

弦所在的等时圆Ｏ１，可知ｔ１＝ ２ＰＨ槡ｇ ，ｔ２＝ ２ＰＧ槡ｇ ，

ｔ３ ＝ ２ＰＦ槡ｇ ．所以ｔ１ ＞ｔ２ ＞ｔ３．所以选Ｂ．

总结４：释放点不在圆的最高点时，需要自己构

造一个圆，这个圆以释放点为最高点，过所在轨道的

最低点做垂线，垂线与释放点所在的竖直线会出现

一个交点，释放点与交点之间的距离即为等时圆的

直径，中点为轨道所在等时圆的圆心．也可以这样来

构造等时圆，过轨道的中点做垂线，垂线与释放点所

在竖直线会出现一个交点，交点即为轨道所在等时

圆的圆心，释放点到交点的距离为等时圆的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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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的教学设计程序

“创设情境”基于“认知冲突”原理提出，它遵循

“明确课堂教学目标”与“联系已有知识经验”的要

求．即教师在明确教学目标的基础上，联系学生的已

有知识经验创设情境．

“提出问题”、“整理问题”均基于“自主建构”原

理提出，二者都遵循“明确课堂教学目标”的要 求．

即由学生自主提出问题，初步明确教学目标后，教师

谨记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整理问题，使学生

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
“探究解疑”基于“自主建构”原理提出，它遵循

“分层教学因材施教”与“训练思维品质以提高智力

能力”的要求．

“交流反思”基于“自主建构”与“自我监控”原

理提出，它遵循“训练思维品质以提高智力能力”的

要求．

“迁移应用”基于“自主建构”与“应用迁移”原

理提出，它遵循“训练思维品质以提高智力能力”的

要求．

从“提出问题”到“迁移应用”这５个教学程序

沿着“为什么引出这一概念和规律，怎样得出这个概

念和规律，以及它的应用”这样的主线来设计，整个

过程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体现了“突出知识形

成过程”以及学生“联系已有知识经验”的要求．

“共建框架”是 教 师 引 导 学 生 共 同 将 本 节 课 的

内容与已有相关知识建立知识框架，体现了学生“联

系已有知识经验”的要求．

整 个 教 学 程 序 要 求 教 师 给 学 生 营 造 一 个 平 等

的、生动活泼的、相互接纳的氛围，只有这样学生才

能积极主动地去思维、去建构，非智力因素才能得以

培养，即“良好 教 学 情 境 的 创 设”与“重 视 非 智 力 因

素培养”是贯穿于整个程序的要求，并且“重视非智

力因素培养”依赖于“良好教学情境的创设”．

３　“物体的浮沉条件及应用”教学设计

本节内容包括２个知识点：一是物体的浮沉条

件，二是浮沉条件的应用．该内容是对浮力概念和阿

基米德原理的进一步学习，与前两节内容构成完整

的浮力知识体系，并与二力平衡、运动与力的关系等

知识紧密联系，是前面所学力学知识的综合应用，因

此需要较强的思维能力，同时也是一节能够很好地

训练学生思维能力的教学内容．

３．１　 创设情境

课前准备：教师事先准备一杯清水和３个乒乓

球，其中乒乓球Ａ不做处理，乒乓球Ｂ用注射器注入

盐水，乒乓球Ｃ注入清水．进入教室前把３个乒乓球

放入盒子里并用毛巾遮住，目的是让学生以为课堂

的３个演示中用的同一个乒乓球．

课堂演示１：教师首先拿出乒乓球Ｂ，让学生猜

想将它放入水中由静止释放（如课堂演示１图所示）

后会怎样运动？学生根据生活经验，认为球会漂浮在

水面上．然后教师进行演示，实验显示其沉到水底，

从而引发学生的第一次认知冲突．

课堂演示２：在学生惊叹之际，教师假装用遮乒

乓球的毛巾 擦 球Ｂ，趁 机 将 其 换 为 球Ｃ，让 学 生 猜

想：将球Ｃ放入水中（如课堂演示２图所示），会怎样

运动？学生根据演示１的现象，可能有点不知所措，

但教师依然要让学生猜想后再进行演示，实验显示

球Ｃ悬浮在水中，从而引发学生的第二次认知冲突．

课堂演示３：教师再次假装擦球Ｃ，趁机将其换

为球Ａ，同样让学生猜想：将球Ａ放入水中（如课堂

演示３图所示），会怎样运动？学生根据演示１和２的

现象，已经不敢猜想球会漂浮在水面上．随后教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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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演示，演示结果球Ａ漂浮在水面上，从而引发学生

的第三次认知冲突，将课堂气氛推向高潮．

图２　 课堂演示

说明：认知冲突是促进学生积极思维和主动学

习的动力．因此，按照“明确课堂教学目标”和“联系

已有知识经验”这两个要求，教师在明确教学目 标

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已有知识经验，选

取能够把学生的思维聚焦到教学目标上的实例，呈

现出让学生惊叹、感觉“不可思议”的情境，增强 参

与欲望，激发解决“为什么”的动机．

３．２　 提出问题

由上述演示学生已经产生疑问：为什么同一个

乒乓球会出现一会儿下沉、一会儿飘在水面上、一会

儿又静止在水中？老师是如何使平时飘在水面上的

乒乓球静止在水中、沉到水底的？然后，教师引导学

生：“通过观察演示实验，大家有什么疑问吗？想要解

决哪些问题呢？大胆地提出来，我们一起探讨．”

说明：只要教学情境创设的恰当，当学生与原认

知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学生的疑问会和教学内

容 紧密联系．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生感觉到自己在

课堂上有充分的主动权、发言权，并且初步意识到本

节课的学习目标，体现了学生“明确课堂教学目标”

的要求，能更大程度上激发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３．３　 整理问题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想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归

纳如下（归纳前，结合演示中乒乓球的不同状态，给

学生讲清楚下沉、悬浮、上浮、漂浮等概念）：

（１）物体的浮沉条件是什么？

（２）如何使漂浮的物体下沉？

（３）如何使下沉的物体上浮？

说明：教 师 结 合 教 学 目 标，按 照 一 定 的 逻 辑 体

系，归纳概括学生提出的问题，意在使学生对学习目

标更加清晰、明确，体现了师生“明确课堂教学目标”

的要求．

３．４　 探究解疑

首先，教师可以由表及里沿着这样的思路引导

学生：悬浮、下沉、上浮的运动状态分析 → 受力情况

分析 → 浮力和重力的关系 → 液体和物体的密度关

系，并呈现如表１所示板书．然后进行学生实验：先

将预先准备好的鸡蛋、橡皮泥、小空瓶等分别放入盛

水的烧杯中，观察并记录它们的浮沉情况，再逐一改

变它们的浮沉状态．实验中教师要利用好橡皮泥，让

学生意识到并不是只要物体的密度比液体的大，物

体就一定会下沉，同时也为后面分析轮船做准备．最

后让学生总结如何改变物体的浮沉状态，并引导学

生揭秘课堂开始时的小魔术．

表１　 板书

运动状态 受力分析 Ｆ浮 与Ｇ的关系  ρ液 与ρ物 的关系

悬浮 球Ｃ　 Ｆ浮 ＝Ｇ

下沉 球Ｂ　 Ｆ浮 ＜Ｇ

上浮 球Ａ　 Ｆ浮 ＞Ｇ

Ｆ浮 ＝ρ液ｇＶ排

Ｇ＝ρ物ｇＶ物

ρ液 ＝ρ物

ρ液 ＜ρ物

ρ液 ＞ρ物

　　 说明：本环节中，相关的概念、规律、定理等，都

由学生探讨后自己总结得出，然后教师再对学生的

回答进行指导、对知识的关键部分进行强调．这样使

学生结合自己的知识经验背景，主动地给物理知识

赋予意义，同时营造了一个轻松愉悦的、探索物理的

通道，学生不仅与经典的、权威的、界定的知识有了

更深层次的沟通，而且有利于增强学习物理的信心、

兴趣，促进学生积极主动的思维，是“重视非智力因

素培养”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表述不同的思

路、共同参与知识的建构，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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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去思考问题，用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方法去解决问

题，有利于培养思维的灵活性，这体现了“训练思维

品质”的要求．教师无论是对小组内进行指导还 是

请学生个体发言，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要用不同的

方法，这体现了“分层教学因材施教”的要求．

３．５　 交流反思

教师指导小组内对以下３个问题进行讨论：

（１）对开始提出的问题还存在哪些疑惑？

（２）研究物体的 浮 沉 条 件 时，探 究 的 思 路 是 怎

样的？

（３）对物 体 浮 沉 条 件 的 实 验 探 究 还 能 怎 样 设

计？

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发言，鼓励其他小组补充或

发表不同的见解．
说明：本环节是对学生经过“探究解疑”而初步

建构起来的认知的完善和巩固，是知识建构过程中

的进一步升华．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对学习

过程、学习方法、思维方式等进行反思和总结，进而

加深对知识和方法的理解，形成自己的认知策略，完

善自己的认知结构；学生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开

展系统的、全面的思维活动，深入地、逻辑清晰地思

考问题．因此，有利于培养思维的批判性和深刻性，

提高思 维 的 自 我 监 控 能 力，这 体 现 了“训 练 思 维 品

质”的要求．

３．６　 迁移应用

教师请同学列举生活中浮沉条件的运用并指导

分析其中蕴含的浮力知识，学生可能会想到潜水艇、

轮船、热气球等生活中常见的．然后教师播放沉船事

件的相 关 视 频，让 学 生 观 看 后 课 后 查 阅“沉 船 打 捞

法”在我国古代和现今的运用（如：怀丙打捞铁 牛、

打捞中山舰、东方之星沉船事件）．
说明：思维的发展是在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过程

中逐步完成的，知识的应用和迁移，是检验知识掌握

情况的主要标志，也是加深理解的重要环节，学生把

握事物 本 质 去 正 确 解 决 问 题，体 现 了“训 练 思 维 品

质”的要求．本环节重点是让学生分析潜水艇、轮船

的浮沉原理，课后查阅古代和现今浮沉条件的运用

有助于学生加深知识理解的同时培养民族自豪感，

体现了“重视非智力因素培养”的要求．

３．７　 共建框架

教师引导学生，共同建构本节知识的完整框架，

如图３所示．

图３　 物体的浮沉条件及应用知识框架

说明：本环节教师引导学生共同将本节课的内

容与已有相关知识建立知识框架，体现了学生“联系

已有知识经验”的要求，这样不仅有助于学生对 以

往知识的巩固，而且对知识间的内在的联系会有更

深层次的理解．

４　 小结

依据思维型课堂教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和要求，

设计了思维型课堂教学程序，并将其应用于“物体的

浮沉条件及应用”教学中，从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

考的状态，以及“迁移应用”中的反馈，可以看出 教

学目标得到了很好的落实，激发了学生的思维．

实践表明该程序在初中物理的教学中具有可操

作性，应注意：“创设情境”是关键，它关系到能否把

学生的思维聚焦到教学目标上，情境的创设要紧扣

教学目标并能引起认知冲突；“探究解疑”、“交流反

思”是中心，是教师主导性、学生主体性充分发挥的

主要环节，也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最佳环节；“迁

移应用”、“共建框架”是升华，是学生加深理解的重

要环节，需要教师关注生活、社会，恰当引入、灵活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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