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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设高中物理课堂提问，培养学生批判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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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批判思维训练在高中物理课堂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精心设计课堂提问，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

促进批判思维的培养。本文基于批判思维训练的详细步骤，对课堂提问从多角度出发巧妙设计问题，有助于

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形成更为完善的批判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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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物理教学过程中，批判思维不可或缺。《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 版 2020 年修订）》

中明确指出，课程目标应当具备批判思维的意识，能基于证据大胆质疑，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追求科

技创新［1］。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思想，顺应学生的认知规律，巧设课堂提问，培养批判思维，本文以

课堂提问为切入点，通过创设物理课堂核心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质疑与分析，以培养他们的批判思维。

1  批判思维与高中物理

批判性思维是决定人们信念和行动而进行的合理的反思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人类思想和认知发展

的破冰船［2］。尽管“批判”一词可能使，人误解为批评或审判错误，但在现代社会批判思维必不可少。

批判思维是一种思维模式，当我们在做以下四件事情，就是在进行批判思维。

1.1  发现假设

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引导学生提出问题与猜想，通过创设情境或进行课堂提问，尝试揭示影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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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假设。此后的一些行动，都是以我们假设为正确的思考而产生的。批判性思维

包括谨慎地探索产生如此思维或行动的原因。

1.2  检验假设

发现影响思维和行动的假设后，需要评价这些假设的准确性与真实性，以确定困惑思维和反常行动

的原因。这一过程旨在确保批判思维训练的有效性。

1.3  全面看问题

为验证发现的假设是否准确，须全面审视问题，从个人、社会和国家等多个角度进行思考，或参考

身边的人群：如学生、老师、家长等。若发现不同意见，就要检验自己的检验假设是否正确，再重新进

行发现假设。

1.4  做出明智的判断

批判思维的最终目的是做出明智的判断，以指导正确的行为。上述三个步骤旨在避免形成对自己不

利、无法达成预期结果或与事实相悖的思想。如若缺乏批判思维，不经思考，轻率行动，那我们的人生

也会显得十分粗糙。

在历史上，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批判思维的贡献。在物理学领域，尤其是量子力学与相

对论的发展中，批判思维功不可没。在高中物理中批判思维也无处不在，例如：探究自由落体运动与物

体质量的关系，对牛顿第一定律的史料进行辩述等。要精心设置课堂提问，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思维训练，

以《高中物理人教版必修一》教材为例，为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提供参考。

2  高中物理课堂提问与批判思维

课堂提问作为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桥梁，在课堂上能够活跃气氛，促进师生交流，有效地激发学生思

考、行动的热情。课堂提问不应仅仅是学生单方面的活动，而需要教师精心设计提问内容，让提问引起

学生趣愿，并激发他们思考的动力。而批判思维模式能够有效引导学生做出正确的判断。教师提出问题后，

进行发现假设、检验假设、全面审视问题后，得出明智答案，然后回顾思维训练过程，明确批判思维方式，

有助于提升学生回答的准确性与严谨性。

在高中物理课堂中进行课堂提问，必须要求学生经过深思熟虑后再作答，当学生出错时，教师不应

急于否定其答案，而是要引导学生回顾自身的思考过程，并思考为何会得出此种答案。

3  基于批判思维的高中物理课堂问题分类

3.1  总揽类

总揽类问题注重宏观和整体性的知识概念、问题及主题。通过总揽类的物理课程提问，学生能够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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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核心知识，反思既有概念与新学知识之间的关系或争议。这类问题涵盖广泛，不仅限于课堂内部。正

如维金斯和麦克泰格所言：教育不仅仅是关于“答案”的学习，还要学习如何学习。在明确教学主题后，

总揽性问题有助于保持课程的正确方向，不忘初心。例如，在语文课程训练时经常提问：文章的中心思

想是什么？在物理课程中也可提出类似问题：牛顿三大定律是什么？

3.2  综合类

综合类问题是更专注于学科核心思想的提问。综合类的物理课程中的综合问题关注物理核心素养和

实践探究，跨越课堂范畴，涵盖整个学科的核心知识。这类问题应以学科大单元为基础，融合跨学科问题。

例如，在物理课堂中探究利用 v-t 图像解决追及相遇问题时，可以提出问题：可以运用什么思想探究两

物体运动位移的关系？实际问题处理中可以结合数学逻辑进行解答。

3.3  专题类

专题类问题侧重于对整节课程核心思想的理解。物理课程的专题问题基于不同课程标准的学习目标

设定，聚焦本节课程重难点。例如，在探究运功学中位移与时间的关系问题后，接着探究位移与速度的

联系。这两个关系是整节课的重难点，学生容易通过教材的提示使用公式进行推导。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应引导学生进行推演，而非简单展示推导过程让学生被动接受，须让他们亲历推导过程。

3.4  自驱类

自驱类问题是提示学生以自己的视角分析思维的提问。物理课程的自驱问题通常由教师提出，

激发学生的分享欲，促使其将思考的角度与逻辑分享给其他学生。物理学强调逻辑性，内容设置环

环相扣，联系紧密，因此有必要让逻辑思维敏捷的学生分享他们的思考，通过重述自己的观点来再

次整理思维。 

4  高中物理课堂问题的提出

4.1  基于教材拓展栏目

教学不仅仅依赖于教材，更应当重视教材的价值。教材拓展栏目，如章节序言、名人名言、拓展学习、

科学漫步及 STSE 等，是科技与所学知识结合的经典片段，能引发学生思考，关注学生科学态度与责任

的培养，并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

以自由落体运动为例，《科学漫步》栏目可以激发学生进行发现假设，从而启发其批判思维。教材

中提到：伽利略通过逻辑推理指出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进行了实验论证。这种推理与实验相结合的方法

奠定了物理学研究的基础，体现了研究必需的批判精神。科学漫步内容涵盖了伽利略对自由落体运动研

究的完整过程。然而，许多教师在教学中对这部分进行选择性阅读。但随着高考物理科目的阅读量的增加，

让学生进行阅读后再进行课堂提问，完成伽利略对自由落体运动探究的复盘活动，有助于深刻理解建立

概念的困难与探索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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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由落体运动科学漫步提问

Table 1 Free fall motion science walk questions

总揽类 事实胜于雄辩，物理学的研究特点是什么？

综合类
伽利略为什么要质疑“重快轻慢”理论？
伽利略用了什么思想进行实验研究？

专题类
伽利略是怎样证明他的理论的？
伽利略遇到了哪些困难？

自驱类 如果你是伽利略，运用现代技术请你设计一个实验证明理论的正确性。

4.2  基于教材例题与练习

教材例题的内容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与应用知识。一些学生对知识概念一知

半解，但是放在实际应用中就能马上厘清所学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以匀变速直线运动位移与时间关系的例题 2 为例，本题以高铁减速进站为应用场景，第二问“还要

行驶多远才能停下来？”这一问学生很容易优先用到所学的 v2-v0
2=2ax 公式，而不会再运用之前速度与

时间关系先算出运动时间。这对学生的思维进行了很好地导向训练，能让学生合理正确地、批判地使用

公式。

4.3  基于实验猜想与现象

物理教学不仅是教授物理公式，更是教导学生通过实验探究物质运动规律。在实验之前一定要让学

生做出假设，不论对错都需要他们自己先进行实验结果猜想。

自由落体运动与牛顿第一定律是高中物理人教版必修一教材中实验结论与传统认知偏差较大的一

项。由教材中“滑冰运动员如果不用力就会慢慢停下来”的设想作为情景，以牛顿第一定律的伽利略斜

面演示实验试提问：

表 2  牛顿第一定律伽利略斜面实验提问

Table 2 Newton’s first law Galileo inclined plane experiment questions

总揽类
物理学的科学精神是什么？
“力”的概念是什么？
人类整个自然观的基石是什么？

综合类
怎么理解牛顿说的“我的成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
怎么理解阿西莫夫说的：牛顿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科学家？

专题类
什么是理想实验？
与初中知识相比，高中学习牛顿第一定律更关注什么？

自驱类
请分小组扮演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笛卡尔、牛顿来展现思想碰撞。
请用自己的话阐述牛顿第一定律。

5  小结

学生主动进行思考是学习物理、学好物理的基础，学生的思考不能为任何东西代替。基于批判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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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模型和培养批判思维的步骤，让教师巧设问题，提出“好”问题，有助于锻炼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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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fully Set Up High School Physics Classroom Question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He Shirong Mei Xiaoan Li Ying Zheng Qiaoqiao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Abstract: Critical thinking train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high school physics classroom. Carefully 
designed classroom questioning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and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Based on the detailed steps of critical thinking training, this paper cleverly 
designs question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for classroom questioning, which is helpful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in a more rational way and form a more perfect critical thinking mode.
Key words: High school physics; Critical thinking; Classroom questio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