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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导 向 下综合实践活动 的策略达成
以

“

声 现象综合 实践活动
”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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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餘合禽痕活动探人有效开展将很好地达成课程的 性
”

和
“

实践性 ＇ 这两个特点Ｘ 丨足进
“

跨学科实躁
”

有效地达

成 。 为此 ？初 中物理的综合实＿活动需莱在核心素养导 Ｗ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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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导 向下综合实践活动的策略达成靈要综合

性、实践性和持续性的活动支持 ．如 图 １ 所示 ． 综合

性是学生 已有的学科知识与技能的立体型 、多维度

综舍 ，形成以
“

要解决的真实问题
”

为球心 ． 以知讽与

技能为球体的緣合 ，其中包括已有知识和可以借助

的知识 ，技能包括 已经具备的 和可以借助 的 。 实践

性是指所解决的真实问题 ．具有解决实标问题、腹归

实Ｂ嘗求 、促进学生再深人的特点 ． 其内在魅力直接

驱动学生
“

动心 、动手 、动脑
”

参与活动 ， 依托教师指

导 、小组合作 、家校协作等方式深人经历
“

做中学 、
．用

中擎 、创中学扣 ］

。 持续性是需荽貢穿整个义务教霄

阶段 ． 并服务于常态化的生活 、生产和再学暮？ 更服

务于社会文 明的进步 ， 学療充分依托课前 、课中 ４果

｜｜等时间段开展持续而深人的综合实践活动 、最终

服务 于学生核心 素养 的进 阶生长 。 本文 以笔者

２ ０ ２２ 年执敦的获得江苏省初 中物理优质课 比赛一

等奖的课例
“

声现象録含实践活动
”

为例 ， 探讨如何

在素莽导向下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 旨在达成开展策 ．

略的不断优化 ．促进学生的素养提升－

１ 明素养 ，
定 目标

设计餘合实践活动主题时 ，我们首先要明确赛

给学生什么 ． 怎样给学生 ．分析给学生什么的词时我

们運需要考虑学生有什么 ，能有什么 ，通过学习能达

到的高度和涉及的宽度可能是什么 。 这需要教师理

顺一个精晰的关系 ， 那就是明晰学生 已绣具备什么

样的素养在这个环节可以渗透什么样的素养 ，结合

整个学段 ，分析具体的单元 目 标或阶段 目标 ，并充分

考處学生能够达到 的素养高度和学生 已有的水平

＜包括知识与技能水平 ． 已有生活 、生产经骢和技能 ，

Ｂ有的生洁 、生产资源等 ） ， 锁定好课时 百标 。 设计

路校如 图 ２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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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锁思路 ，
晰 内容

选择合适的综合实践活动 内容是非常关键的 。

一方面内容要确保可行性 ， 能让每位樂生跳一跳 、够

得着 ，让每位李生 因为这一 内容情境敢跳 、想跳 、会

跳 ， 最终达成抢着珧 、争着跳的效果 ； 另一方面 内容

要服务于 目标的达成 ， 即＿生跳好以 够着的果子

是有味道的 ？是那神ｆｔ想不到的美味或者 向往 已久

的美味 ．而且具畜．富的营＃？ 为此 ， 在锁定综合实

践活动 内容的过程中我们要遵循
“

三有
”

原则 ：

（ １ ） 有瀉可溯 ， 无论是娜个实践 内容或者探究

过程 ，都要有蘅霄溯 ，这个源来 自 学生已学 、 已 知 、 已

会 、 ＆见等 。

⑵ 有材可施 。 此处 的
“

材
”
一

方面是素材 、器

材之意 ， 即学生的取材来溽宁 ：生活 、康产 中 ，或者可

以借助学校实骏售 、网络采购来获取 ；
另
一方面是学

生力
，

所能 及 ． 不存在明显超标 、 超前的现象 ．更不能

增加学生翁学业负担 ^

【３ ） 有意可行 。 实践的 内容有其特定的 价值与

意文 ，在实践过程中 ，学生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与技

能上趣生长 ，更是物理观念 、科学思维等素养的提升 。

为此 ．将
“

声现象综合实践活动
”

的 内容锁定为

塚倉实践活动的推进不是
一蹴而就的 ，而最经历

课前合作准备 、课中展示完善 、课離炼反思等过程 ６

一旦实践的 内容锁定１％小组合作的方向也就确缉下

来了  ＊Ｗ绕
“

设计霄１＃见
’

的声青＇教师可引导学生

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讨论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

（ １ ） 在哪里｜ 即在哪些现象中让原本
“

听得见
”

的声音变成
‘Ｔ

看得见＇ 已錢学过的＃过的 、知道的现

象或已做 、 已学实验中有没有这类现象 ． 从而帮助学

生溯源 《 ？

． 此时学生需要在头脑中搜索相关信息 ．在小

组讨论的雖中 ，毎个学生雜参与到这场头脑风氣

（ ２
－

）： 要去哪 ？ 即 从哪些维度可 以让屬
‘

听樽

见
”

的声音
“

看得见＇ 听见声音包含产生 、传播 ，接收

三个环节 ， 可否分别从这些环节设计
“

看得见
”

的声

音 。 这一问题让学生的風考有 了
一

定 的切 入 □ ，很

好地启发了学生的思维 习惯和思维方向 ，帮助学生

提并思维能力 。

（ ３ ） 怎么去 ？ 即用什么让声音
“

看得见＇ 此时

藥生識对接
＾

■头
”

与乍标
”

之间的关系 ， 相近 、相

似 、相对等都可以 ，通过总结 、筛选 ｖ对比让奪衡＃生

的思Ｊ隹吏推进一步 ｆ所有参与的攀生思维高度融合 、

观点充分碰撞 ，最终锁定实践方向 。

以上三个问题让学生 明 晰 了方向 ， 并在此基础

声现象録合实践活动是基于 已学的
“

声现象
”

这
一

单元后开展的综合实践活动 ， 此时学生的 已有素养

不仅包括物理学科和其他学科中 与声现象有关的知

识与技能 ＊还有丰貪 的生活经验和技能 ． 如各类音响

和手机中：类似摄像 、 视频播放器等常用工具的便用 ，

更有现代技术与资爹， 如手机 Ａｐｐ 、 降噪麦克风等 ｓ

这些３有的技能一方面可 以通过综含实践活动的开

展 ：

ｒ打开学生的思维 ＊综合应用ｆ实践成果的建构 ，达

成知识与技能 、思想与思维、方法与技术的融合 Ｉ另
一

方面达成对
４

声现象
”

这一章节更健全的单元苒建构

和再认知 》打通声现象学习 的
“

任通二脉＇ 此时的实

践成果和单元再建就是我们综合实戚活动中笥物化

的 目标 ．这两个 目标弁不是相互独立的 ，而是多维度

彼此融通的 ？这两个 目 标的达成也为学生物理学科

素养的进阶生长奠定了扎实而有效基础 （见图 ３Ｘ

“

设计
‘

看得见
’

的声音 引导学生 ：通过项 自 化综脅

实践活动的实践与研究、展示与互动 ，实现学生综费

素养的多元实践与训练 ，在综合实践推进 的过程中

促进科学与人文素养的提升
？

。 而教师通过 自 己的

多维探索 、实践 、獨设等＞建构如图 ４ 所示的实践活

动路径 ．形成明 、 暗两条线 ，实规本章核心概念与规

律的再提炼 、单元建抅的再优化 。

｜

声音的产

生看得见
ｃ＞

声音的传播

看得见

１

声源振动
０

介质振动

看得见 看得见

〇

ｃ＞

声音的接

收看得见

耳膜振动

看得见

转换

Ｈ／Ｔ Ｗ

图 ４

３ 定方向 ， 推实践

学 核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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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进小组合作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 从走方向 ，到

选取材料消到反复的实践 、完善 、再实践等 ？ 如 图 ５

所示为学生课前参与综合实践活动的部分场景 。

４ 搭平 台 ，
促创新

综合实践活动的课堂教学环节虛该是学生展示

成果和改进成果的关键环节 ＾ 教师需要在课前搜集

他们的成果 ，绪合实践活动的主題和方Ｉ提出要求

和标准 ，促进学生对成果的进
一＃提

．

炼 ＾ 而在课堂

中 ，教师歲让学生 ．

展评的时间和空间都得到保障 ，并

指导学生的ｒ报 。 在？ｃ报的过程爭 、 教师襄善于结

合学生的生成启发学生 的再思考 ，用实顏情境中的

问题或问蘧链来激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创新意

识 》 真体活动设计如图 ６ 所示 。

Ｓ 启思考 ，
还顿悟

科学探究是物理学 习 的主要方式和方法 ， 而科

学思维就是物理学习 的核心 。 如何培养学生 良好的

思维习惯 、引领学生 的思维生长是每节课都 ｆｉ要悄

然渗透和落实的 ， 就需要教师创设丰富＾实、有意

义的憶瘡 ， 启发學生拥思维 ，充分抓住课蜜生成的元

素 ， 随机ｇ变地引领学生的思维再生长 。

５＞１ 巧妙的情境导入 ， 启发 多维的感悟

情境 ： 用声控遥控器控制电视机 的工作 ， 喊话
“

播放《歌唱祖国 Ｆ％ 电视机 自 动播放 ，学 ．生用心聆听

大合唱Ｉ歌唱祖酿

图 ６

？３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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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开启新的实验探究历程

５
．Ｓ 级侖 的作品对 比 ， 还原 实我的顿悟

课堂上的反舄与总综是
一

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ｗ

教师引导学生进行 自我反思与总结、交流与讨论 ，从

方法長面 、知说暴面 、情感态度与价值績面谈谈今天

的收获 ， 以此从知说与方法两个维度达成对本节内

容的复习 。 在整个学生汇报过程中 ． 随ｆ学生 自 评

和互评 、教师点评等环节的深人 ，课堂生成了如 图 ８

所示的疋板书 ，在痛成所有的实验拓 板书也建构齐

全 。 最诗教师再 回 ）Ｍ主題 ，那就是我们的设计过程

将听到的声音都通过
“

看
”

的形式来达成 ． 此时攀生

发现 ， 所有的实践都是采用了
“

转换法
”

思想 ，让原来

只能听到的声音转换成肉眼司 ：
见的现象 ， 即生成副

板书 ， 纽图 ９ 所
＇

示 。

转换
昕慮振动接收

屑 兹 图 Ｓ

如果芷板书是、
知识与技能线的话 ，那么 副板书

就是思想与理念线 ，商条线 的生成正是学生课堂活

动推进和思维进阶生长的过程 ， 润物细无声 。

６ 留拓展 ， 促再生

每
一节课留给学生的不仅仅是成功的賓悦和总

结反思 后的顿悟 ＊还要给学生
一些拓展 。

一

方爾是

为肩面的进
一步学 习服务 ， 另

一方面为少部分有潜

力的学邀提供课后研究的
一

个方 向或切 口
￥ 本节课

在最后几分钟 ， 从两个维度给学生再思考 。

（ Ｄ： 综合实践大组含 ＊ 教师让所有小鐵的成臬

同台展苯 ＊采用多媒体实时投屏和实物展示 同 日寸来呈

现 ，并附加老师呈现给学生如 ？１ ０ 所示 的拾音灯^

此时 ，教师甩声控遥控器控制 电视 ，再次播放 ｆ歌ｆｌ昌

祖嵐 在这个大線合的过程中 ，学生不仅拿受到丰

硕的实践成果 ， 也苒次感受到声控遥控盎 、拾音灯等

科技＊服务生活 ，生产中 的力量 ．感受到今夫的实践

括动与科季家的钻研方向 、 路径邊＿么相似 。 这 个

总结环节 ， 明线是进一步优化 自 Ｑ 的实践成果 。 繪

线呈现以下几点 ： ①环保ｆｆｌ再次提升 ； ②融合儈息

技术 、音乐等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③团队合作薏

识 ，面 队间组蠢 、整合能力 ； ④歌唱祖国 、献礼租国这
一暗线的再呈现 。

Ｃ下鏡第誠 ；
）

问题 ：请学生从物理、 声 乐等维度 ， 说说听到 了

什么 ＊想到 了 什么 ， 有什么感受 ． 用
“

听
”

感受声音的

特征 、美妙 、情感 。

追问 ：我们能不能设计实验 ，用 来了解或证

明靖及其释征 ？

分析 ：这个过裎从多个维度 ．启 ．发了学生的感梧 ，

整体同样可以分成 明线和暗线 。 明线是学生
，

从物

＿ 、音？ 、谮文等维詹感樣膏感曹蔚蕴含的
“

物＿知

识
？ ‘

声乐常识
＃

情感表达
”

等 ，感受坩
“

听
〃

获取的信

息的过程 。 学生观餐到碰师可以用声音来控制 电

视机的工作 ？

“

看到
”

了 ＿音能传递信息《 暗线是跨

学科融合声现象知银的初步建构 ，弁渗遠
“

看到
”

声音

能传递信息的效果 ，用１歌鳴袓届 》来渲染爱国獻菌 《

艮 ２ 深入的成果分析 ．激活深层的思维

＿展辕成果之屁 ， 其他小组对这些成果发表

启 ａ的观点 ，教师适时地补充和追问 ．

一方面启发攀

生的思维 ．另一方面指导太家对实践成某进行直为

深入、
．全面的分析和思考 ， 突破常规思维的误区 ，引

发参与者ｊ见摩者的共同反思 ，

比如 ，启发学生反思声音信息通过智能手机 的

ＰｈｙｐｈｏｘＡ
．

ｐｐ 转寶成 图象信屬 这个 图象是不蘧

声波的形状时 ，我们就追问
“

如何设计实验
‘

看见 ＞

声

膏费播过程中传播介质是否在振动＇ 此时我们就采

用下面的问题链来激活学生的深层思维 。

问题 １
：講薦着ｉ

｜声營拿传＿途中介濟的振动 ，

我们希望传播的声能更强还是更弱
一些 ？

生 ：麵
一些 。

问題 ２ ： ：怎么样让声能更集中？

生 ：减少声音的扩散 ．最好沿一 ０筒传播 ｅ

问题 ３ ：在圆修中传播时 ． 萬面的空 ：气应该在振

动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空气在振动呢 ？

患 ：放一些轻质雜物体 ， 比如纸層 、泡徐等 穿

问题 ４
： 为此圓筒应该是透明还碁不透 明 的 ？

声源最好选择什么样的 ？

生 ：透明 的圆筒可以看到其中泡沬或纸眉 的振

动情况？ 另外 ， 为 了方便调整声音的响度或音调 ．我

们最好逸 ：择詹梵音翁和替 ＿ —机 ｉ
．Ｈ

Ｐｈｙｐｈｏｘ

Ａｐｐ 发 出不同 响 度

或音惆的声音 ． 不断

■验 ： 。

在敦师 的 引领

下 ，学生的思维不断

深入 ，并设计出如 图

？ 所示的实＿馨置 ，灘 ａ

产生 舞簿＿霉
＇

尸首 传播 介质振动

看
得
见
的

声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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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很棒 ｒ两个小组的实验探究过程都？常的严

谨 ，给你们点赞 ！

在一个攘
一个齡擎习隹奢猶＃向下 ＿赛师生 的

不断交谈 学生们遂步 明晰 自 由 落体运动 的概

念 ６ 下一步 ， 学生在教师 的指导下 ． 利 用 Ｔ ｒａｃｋｅｒ

软件探究 自 由翁体运动節规雜 ｆ 小鐵合作 ， 将录制

的视频导人到软件中 （见 图 ３ ）
ｒ学生们兴致盎熬借

助于 Ｔｒａｃｋｅｒ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及处理Ｂ

图 ４

技术如独有优势 ，拓宽 ：了敏学的边界及内 涵 ，将教师

的教与学生的学有效地串联在一起 ，提高 了课堂的

教学效益 。 同时 ． 二维码 、在线敎学资源的使用 》增

强了互动性 、趣味性 ，徼发了学生学习 、探究的兴趣 。

Ｔｒａ ｃｋｅｒ软件的使用 ．

一方面增添了学习 、探究的乐

趣 ，另
一

方面提＿了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 ｓ 由 此 ，在

ＴＰＡＣＫ 理论视角下 ． 信息技术被更好地嵌入到貪

中物埋教学的各个坏节 中 ． 有效地突破了 以往教学

受烺于 固
：定时空的束缚 ． 学生在实践中 、在探究中 、

在合作中逐步发展了 物理举科核心素养 ，提Ｓ 了教

奉的效益 ，

课后 ：

课堂教学的窜束并不意味春学习 的结束 ， 借助

于学习 任务单 ，学生课厨可 以 自主地进行面顾及复

习 。 同时 ，还可以借助
“

国家中 小学敦育 ＩＴ黧平 台

辱富的在线学习 资頫 （见 图 ４）进行 自 主复习 ，从而

将课后学习纳人到教学的重繁闭环中

４ 小 结

高中物理 ＴＰＡＣＫ 敦学権樂猶地发挥了纖

（上接第 ４ 〇 页 ）

⑵ 拓展时题

苒研究 。 崔本节

课中 ，还 ：有著干个

问题没有獬决 ， 審

待攀生 的 进一 步

探究和 实 践 ｓ
—

个是声音传播过

程 中 的
“

声 波
”

我

们还是没有看见 ，

我们 只是看见 了

声音在介质 中传播过程中 ■ ？ 介质 的振动 ， 如 图 ７ 所

示 ． 而且要使泡沫振动需要调到一定的频率和响度 ’

这是什么原固 ？ 另外 ，

“

吼碎酒杯
”

的实验还未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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