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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式教学探索与实践 

 西安科技大学  理学院  郭长立  

 
摘  要：采用问题式教学模式，通过恰当的教学设计，设计紧密结合物理学

教学内容的教学问题，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体现“学

生中心”的教学理念，学生参与度显著提高；学生反馈信息表明，学生非常喜欢

问题式教学模式，《大学物理》期末统考成绩表明，采用问题式教学的两届中澳

合作班的平均成绩明显高于全校平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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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式教学的提出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教学的中心，教师是教学的主体，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通过恰当的教学设计，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堂教学，加强课堂互

动，才能体现“学生中心”的教学理念，才能有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在高校的常规教学过程中，依然存在着教师讲授居多、学生参与较少、师生

交流偏少的现状
[1][2]

。特别是近 3年来，2020年初爆发的全球新冠疫情导致高校

经常受疫情的影响无法正常授课，只能断断续续进行线上教学，而在线上教学过

程中，师生交流少、学生参与度低的问题更加突出，也是线上教学质量低于常规

教学质量的主要原因。 

针对常规线下教学特别是疫情期间线上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师生课堂交流少、

学生参与度低、教学效果差的问题，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在《大学物理》课程教

学过程中探索实施问题式教学模式，体现“学生中心”教学理念，多年的教学实

践表明，学生参与度明显提高，教学效果显著。 

2.问题式教学设计 

问题式教学的关键在于教师的课堂教学设计，如何恰当结合教学内容设计教

学问题，引导、吸引学生主动或被动参与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发挥学习主体学生

的课堂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在近年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主要设计了以下 7种类型的教学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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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引入式问题 

引入式问题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教学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从而让学生带着问题

开始学习下一步的教学内容，在引入式问题的内容设计方面，可以是与即将讲授

的内容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是启发学生思考的问题，也可以是过渡性、承上启下

的问题，目的是通过引入式问题，顺利引入教学内容，同时引导、吸引学生主动

思考，提高学习兴趣。 

以《大学物理》课程为例，第一堂课即《绪论》部分，开篇设计了以下 3

个问题： 

问题一：同学们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物理学的？ 

问题二：物理学的研究内容是什么？ 

问题三：物理学有什么作用？ 

针对问题一，大部分同学的答案是初中就开始学习物理学了。针对同学们的

答案，从物理学的起源开始讲物理学史，物理学起源于古希腊，其本意是自然，

物理学研究的是自然哲学，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托马斯·杨的《自

然哲学手记》等等。 

通过问题一的问答和讲解，让学生正确认识什么是物理学；通过问题二，讲

解物理学的研究内容；通过问题三，让学生认识到物理学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重

要作用，激发学生学习《大学物理》课程的兴趣，从而积极主动学习。 

2.2 测试式问题 

在教学内容的讲解过程中，针对重要的理论或概念，或者学生容易出错的重

点、难点部分，在讲解后，立刻使用测试式问题，一是可以检查检查学生掌握情

况，二是可以检查学生听课情况，根据学生答题的正确率，可以再次强调教学重

点和难点。 

如讲解库仑定律以后，立刻测试以下问题： 

库仑定律的正确表达形式是什么？[多选题] 

A:   
    

                B:    
    

         C:    
    

           D:     
    

          

通过该测试问题，让学生掌握库仑定律的不同数学表达形式，库仑力是矢量，

符合平方反比律，同时掌握真空中的介电常数等物理量。 

2.3 分解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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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教学中的难点问题和复杂问题，直接讲解学生难以理解，也难以掌握，

可以将该类问题分解为多个简单问题，化难为易，循序渐进，便于学生理解和 

掌握。 

如问题：求解无限大均匀带电平板在空间的电场分布（计算题）。 

在学生尚未学过高斯定理的情况下，学生很难通过矢量积分的方法求解该问

题，因此，将该问题分解为以下三个简单问题： 

问题一：求解均匀带电圆环轴线上一点的场强； 

问题二：求解均匀带电圆盘轴线上一点的场强； 

问题三：均匀带电圆盘半径趋于无穷大时轴线上一点的场强； 

通过以上分解问题，大部分同学均能顺利掌握求解该复杂问题的方法。 

2.4 研讨式问题 

针对学生有争议或不理解的内容，可设计问题，引导学生讨论解决。如针对

相对论的时空效应中的时间延缓效应教学内容，设计了以下研讨式问题： 

生命在于运动，是否符合相对论效应？[讨论题] 

针对学生讨论的不同答案，在学生研讨以后，比较人类的常规运动速度和光

速之间的关系，人类的运动速度是远远小于光速的，所以时间延缓效应可以忽略

不计，生命在于运动不属于相对论效应。 

2.5 应用式问题 

结合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实际讲解物理学原理和教学内容，同时设计相关问

题，体现物理学的实际应用价值，同时可结合中国现代科技发展成就开展课程思

政教学。 

问题一：动量守恒定律与火箭飞行问题，以及中国的航空航天成就； 

问题二：相对论质能方程      与中国原子弹的研发等成就 

2.6 时效性问题 

为吸引学生学习物理学的兴趣，可关注社会时效性问题，在讲解物理学教学

内容时，引入与教学内容结合紧密的实时发生的社会问题。如 2020 年秋季讲解

振动部分内容时，可引入 2020 年 5 月 5 日广东虎门大桥波浪式起伏的新闻作为

教学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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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年 5月 5日广东虎门大桥波浪振动 

2.7 总结式问题 

某章节内容讲解完毕以后，设计基本能涵盖本章节全部教学内容的问题，引

导学生回顾所学章节的全部教学内容。如学生学完质点力学和刚体力学教学内容

以后，利用羽毛球选手林丹的跳杀球图片，设计了以下课堂讨论问题。 

图中林丹的羽毛球杀球动作，利用了哪些物理学原理？[讨论题] 

 

图 2 林丹羽毛球跳杀动作 

在同学们讨论以后，总结如下 6 个方面动作包含的物理学知识： 

（1）跳起：利用机械能守恒定律，高度增加，重力势能增加，将重力势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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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为挥拍的动能； 

（2）弓背：利用机械能守恒定律，增加背部肌肉弹性势能，将弹性势能转换

为挥拍的动能； 

（3）收臂收肘：利用机械能守恒定律，增加手臂肌肉弹性势能，将弹性势能

转换为挥拍的动能； 

（4）伸直前臂：利用角动量守恒定律，先增大身体的转动惯量，然后在挥拍

击球的瞬间收缩前臂，减小身体的转动惯量，从而增大击球瞬间的角速度； 

（5）侧身：旋转杀球，增大击球瞬间的角速度； 

（6）杀球：利用动量守恒定律，碰撞过程中，通过前 5个动作加大击球前球

拍的击球速度，从而增大击球后的出球速度。       

3.问题式教学的学生调查反馈 

自开展问题式教学模式以来，每学期均在所带班级学生中开展调查反馈，以

了解学生对问题式教学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改进教学，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部

分调查反馈结果见下表 1、表 2。 

3.1 学生是否愿意参与问题式教学 

从表 1可以看到，没有学生不愿意参与问题式教学，超过 65%的学生愿意或

非常愿意参与问题式教学，另有约 34%的学生认为和常规教学一样。 

表 1  对于课堂上的问题式教学   [单选题] 

选项 比例（%） 

A、非常愿意参与 18.97 

B、比较愿意参与 46.55 

C、一般 34.48 

D、相对不愿意参与 0.00 

E、非常不愿意参与 0.00 

 

3.2 学生参与课堂答题的参与度 

从表 2可知，问题式教学使得学生的课堂教学参与度大幅提高，学生参与课

堂答题的比例达到 100%，其中超过 91%的学生参与的答题数量 50%以上，超过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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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参与答题数量 70%以上。 

表 2  参与课堂答题的参与度   [单选题] 

选项 比例（%） 

A、100%参与 34.48 

B、参与 70%以上 48.28 

C、参与 50%-70% 8.62 

D、参与 30%-49% 5.17 

E、参与 30%以下 3.45 

 

4.问题式教学效果分析 

通过恰当的教学设计，采用问题式教学模式，利用雨课堂等现代教学工具，

设计紧密结合物理教学内容的教学问题，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学生反馈信息表明，学生非常喜欢问题式教学模式。2021-2022年两

年两届不同专业学生的《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实践表明，问题式教学的教学效

果显著提高，学生参与度显著提高，学习基础较为薄弱、高考入学成绩显著低于

全校平均入学成绩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澳合作班 2020 级 1-2 班和土木工程

中澳合作班 2021 级 1-2 班的《大学物理》期末统考平均成绩均超过了全校卓越

班的平均成绩，明显高于全校平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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