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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是在三维目标的基础上进行继承与深

化、归类与整合、重组与升华的产物，是教育方针的具体化，

是连接宏观教育理念、培养目标与具体教育教学实践的中间

环节。大部分高中教师非常熟悉三维教学目标的制定，但对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体系下教学目标的建构却缺乏经验和参

考指南 [1]。

面对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面对先

进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新融合，制定出与时俱进、具有前

瞻性的教学目标是一个难题。

为了解决该问题，论文以“全反射”为例，进行核心素

养体系下的教学目标案例设计。

2 分析课程标准
本节内容属于“光及其应用”主题中的一部分。2017 年

版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对该节课的内容要求为“知道光的

全反射现象及其产生的条件。初步了解光纤的工作原理、光

纤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并对教学活动做出提示，举

出两个范例“演示光沿水柱（或弯曲的玻璃柱）的传播。观

察光缆的结构，分析光的全反射在光纤中是如何产生的 [2]。”

课程标准中“知道光的全反射现象及其产生的条件”要

求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仅要认识客观现象的存在，也要

知道事物发展存在的条件和规律。“初步了解光纤的工作原

理、光纤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要求学生形成相应的物

理观念，用物理知识解释科技产品的原理、理解其在生产生

活中的应用。“演示光沿水柱（或弯曲的玻璃柱）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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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教师要通过演示实验达成教学的过程性目标，让学生亲

自体会知识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体会实验过程所展示出的物

理方法、物理思想。“观察光缆的结构，分析光的全反射在

光纤中是如何产生的”要求学生把物理知识内化为物理素

养，使学生通过科学方法的掌握上升为科学思想和理念 [3]，

课程标准中内容要求的目标表现水平界定如表 1 所示。

表 1 课程标准中内容要求的目标表现水平界定表

全反射

关键词 行为动词 水平要求

光的全反射现象 知道 了解

全反射产生条件 知道 了解

光纤的工作原理 了解 了解

光纤技术的应用 了解 了解

光沿水柱的传播 观察 经历

光缆的结构 观察 经历

光纤中全反射的产生 分析 理解

3 教材内容
《全反射》出自 2019 年人教版普通高中教科书物理选

择性必修 1 第 4 章第 2 节。《光》这一章节无论是在整个中

学物理课程中还是在本选择性模块中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承担着使学生对光的认识从粒子性到波动性的转变。本章中

《全反射》这节课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是对反射和折

射知识的巩固与深化，又为日后光的干涉、衍射和偏振现象

的学习做铺垫。因此本节课无论是在知识上，还是在未来学

习发展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全反射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光学现象，本节课的学习有

助于学生用物理学知识解释相关的光学现象，激发学生学习

物理的兴趣，实现课堂知识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

会。此外，本节内容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紧密，是实

现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和热情的重要教学内容。对培养学

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有着重要作用。

4 分析学生学情
在知识储备层面，学生已经学过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

射和折射等相关知识，便于他们掌握全反射概念；知道光的

折射率，对学习光疏介质、光密介质提供了知识基础；初步

了解了光学的性质，但对光的全反射现象的理性认识不足。

在技能储备层面，高二学生已经做过很多次探究实验，

具备一定的动手能力和观察思考概括现象的能力，为本节课

的小组合作实验奠定基础；部分学生的抽象思维和空间想象

能力还比较低，可借助真实的演示实验和图片展示让学生感

受到真实的全反射现象存在。

在心理特征层面，高中生所处的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处在这一时期的学生对知识的追求

层次越来越深入，学生更倾向于独立完成对知识的获取过

程；高中生对新奇的物理现象具有浓厚的兴趣，而且随着知

识的增长和年级的升高，越来越多的学生想进一步探讨事物

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本质联系。

5 初步形成教学目标
通过对课程标准、教材内容以及学生学情的分析，初步

制定了以下教学目标：

①知道光疏介质、光密介质的概念，能够判断介质的

属性。

②理解光的全反射现象，掌握全反射产生的条件。

③掌握临界角的概念，理解临界角的物理意义，掌握计

算临界角的方法。

④了解光纤的工作原理、光纤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⑤通过观察光缆的结构，能够分析出光的全反射在光纤

中是如何产生的。

⑥通过探究全反射发生条件的过程，掌握对比、对照、

概括的思维方法。

⑦通过自主探究实验，发展科学探究能力，提高对科学

探究过程和结果进行交流、评估、反思的能力，增强观察概

括能力。

⑧经历小组合作实验，形成与同伴之间的讨论交流能力。

⑨通过自制教具重走光纤发明之路，体会科学家进行科

技发明与研究必须具备的科学素养，以及锲而不舍、精益求

精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⑩通过了解光纤之父——华人科学家高锟，提升民族自

豪感，以及科教兴国的爱国情怀。

6 生成核心素养体系下的教学目标
生成核心素养体系下的教学目标如表 2 所示。

7 结语
教师教学的最终目标是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仅是

停留在知识层面，而是通过教学达到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和

高度的价值引领效果。因此，在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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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教学目标的制定，有助于使教育走向深度教学，有利于

学生的成长发展，对于提高物理课堂教学效果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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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成核心素养体系下的教学目标

物理观念

①知道光疏介质、光密介质的概念；

②通过理论推导和演示实验，理解光的全反射现象；

③掌握临界角的概念和计算方法以及发生全反射的条件；

④通过对全反射现象应用的学习，了解全反射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学会用全反射的规律去解释相关 

现象

科学思维

①能够运用光学中角度变化规律，推导出全反射现象；

②能用分类法区分折射率大小不同的介质，判断介质的属性；

③通过全反射现象的理论推导过程，形成比较与分类、归纳与演绎的科学思维；

④分析入射角和折射角的数据，推理形成临界角公式的计算表达式

科学探究

①通过全反射产生条件的科学探究实验，掌握总结归纳的方法；

②经历小组合作实验，培养交流合作的能力；

③通过观察光缆的结构，能够分析出光的全反射在光纤中是如何产生的

科学态度与责任

①通过了解华人科学家的伟大发明，增强民族自信心，提升民族自豪感；

②通过学习光纤通信与全反射棱镜，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进步，厚植科教兴国的爱国情怀；

③培养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态度，养成与他人合作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