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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课程提倡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
在课堂教学的环境下，这些学习方式都是通过各种学习因素的互动来实现或体现的。
课堂教学中的互动，包括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个体与群体（班级或小组）、学生群体之间
、学生与教学内容和教学情景之间的相互作用。
学生自主性的发挥，是课堂互动的前提，而各种学习因素的互动则是探究和合作的方式和途径。
　　传统的课堂教学设计的以下特征，阻碍了课堂教学的互动。
第一，以教师的教为中心。
教学设计时以自己讲得顺、讲得巧为考量，虽然也会考虑学生的情况，但这种考虑是基于对以前学生
的了解，基于教师对学生“应该如此”的推断，并没有充分考虑发挥眼前真实学生的作用。
第二，教学进程以知识的逻辑关系为线索。
知识的逻辑关系与人的认识过程不一定完全相符，教学更应该重视人的认识过程，按照人的认识规律
进行设计。
第三，固定的教学路线。
教师根据自己的理解设计出“具体”、“周到”环环相扣的固定教学路线，没有容纳学生的各种可能
性。
第四，划一的教学进程和要求。
对全体学生规定了划一的要求和统一的练习，期望全体学生齐步行进。
促进课堂互动生成的教学设计，应该实现以下四个转变：一是从以教师的教为中心向学生的主动学习
为中心转变；二是从以逻辑为线索向内核生成为线索转变；三是从硬性过程向弹性过程转变；四是从
确定性预设向可能性预设转变。
　　1.从以教师的教为中心向学生的主动学习为中心转变　　学生在课堂上的主动学习，表现为与教
师、同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情景的积极相互作用而有效地构建知识。
所以做教学设计时，要摈弃完全是教师讲解而学生接受的教学模式，改以通过师生的积极互动来推进
教学。
首先，要真正地把学生当作教学不可或缺的要素，教学要通过与学生的实时对话来进行。
其次，要面向全体学生，面向真实的学生，让所有学生发表自己不同的观点（正确的和错误的）。
以学生的真实想法为互动起点，使它们成为学生交流讨论的共享资源，而不是以教师的想法代替学生
的真实想法。
最后，教学的推进要面向学生的认识过程，展现学生的认识从片面到全面、思维从混沌到清晰的真实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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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的课堂教学设计的以下特征，阻碍了课堂教学的互动。
第一，以教师的教为中心。
教学设计时以自己讲得顺、讲得巧为考量，虽然也会考虑学生的情况，但这种考虑是基于对以前学生
的了解，基于教师对学生“应该如此”的推断，并没有充分考虑发挥眼前真实学生的作用。
第二，教学进程以知识的逻辑关系为线索。
知识的逻辑关系与人的认识过程不一定完全相符，教学更应该重视人的认识过程，按照人的认识规律
进行设计。
第三，固定的教学路线。
教师根据自己的理解设计出“具体”、“周到”环环相扣的固定教学路线，没有容纳学生的各种可能
性。
第四，划一的教学进程和要求。
对全体学生规定了划一的要求和统一的练习，期望全体学生齐步行进。
促进课堂互动生成的教学设计，应该实现以下四个转变：一是从以教师的教为中心向学生的主动学习
为中心转变；二是从以逻辑为线索向内核生成为线索转变；三是从硬性过程向弹性过程转变；四是从
确定性预设向可能性预设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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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物理学与其他科学技术　　师：有一种说法：数学是科学的皇后。
我要说，物理是科学的皇帝。
物理学的发展推动着其他学科的发展，物理学的发展促进了技术的进步。
　　教师简略讲解物理学与数学、化学、生物、地理、历史等学科的关系。
　　学生阅读教科书第2页的“物理学与其他科学技术”。
　　学生列举他们了解的一些技术发明与物理学知识的关系。
　　学生列举的基本上是他们接触到的一些电器。
　　4.物理学与社会进步　　师：物理学的发展促进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进步推动社会的前进。
　　学生阅读教科书第3页中“物理学与社会进步”。
　　教师简略介绍：18世纪中叶，热学的发展，推动了蒸汽机效率的不断提高，从而使其在生产中得
到广泛应用，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从农耕时代进入到工业社会时代；19世纪后半叶，
电磁学的发展，促进了发电机、电动机等电气设备的诞生和无线电等技术的发展，这就是第二次工业
革命，从此，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以及之后的信息时代、核能时代、航天时代和生物时代等。
　　5.物理学与思维观念　　物理学不断扩展着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也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
　　在早期，由于科学知识的匮乏，人类用神话和迷信来解释自然现象。
例如，在中国，人们认为天上是神仙居住的地方，一颗星星就是一个神仙。
打雷、闪电是雷公、雷婆用锤子敲锣产生的。
物理学的发展使我们知道，天上的星星只是一个个天体，它们以一定的规律运动着。
打雷、闪电是云层间的摩擦，使不同的云层带不同性质的电荷从而引起放电的结果。
到伽利略、牛顿建立起经典力学之后，人们认识到自然界物体的运动是具有一定规律的，且人们有能
力认识这些规律。
但是经典力学的建立也使人们形成了“机械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一些科学家甚至认为，只要知道宇
宙中所有天体、原子的初始状态，根据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就能计算出宇宙的变化情况。
按这种观点，一个人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死都是确定了的。
这样就滑向了“宿命论”。
量子力学、非线性物理学和混沌物理学的建立，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不确定性、偶然性在自然界中的地
位，这就动摇了长期在人们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机械决定论”。
现在，人们认为，世界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学生谈物理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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