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惟存教育--专题探索 回到首页 回到主页

小学生在网络浏览中的“发现问题”
 

——有关磁悬浮列车“发现问题”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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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行知先生说过：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发现问题”是做的起点，探究的基础。如何培养学生

“发现问题”的能力呢？网络化教育已逐渐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特别是我校网络学习环境的硬件设施健全，网

上少科院的小院士运用网络环境开展的网上探究性活动，都给我很深的启示：我们可开拓网络这一无限发展的空

间，给学生提供探究的更广阔的舞台，通过网络资源的共享，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要探究的意愿。通过网络

浏览中学生“发现问题”的实际教学效果表明：学生的视野将会被扩大；信息的获取量会增加；信息的收集渠道

会拓宽。当学生了解的信息多了，视角宽阔了。思考问题的角度就广了。学生自然而然有“发现问题”的能力。

他们将不大会停留于对事物表象认识的思索，更多注重思考、探究事物的内质了。在教学中明显显示：网络浏览

对于学生“发现问题”是有帮助的。网络为学生提供了比书本更广阔的收集、认知信息的空间，学生的视野及对

现实的思索都具备了一定水平，已逐渐具备社会价值标准的判断，已能把人文与科技综合起来思考新技术的价

值。网上的查找、收集资料，也使得学生具有较强的信息意识和信息处理能力。因此，网络浏览后，对学生“发

现问题”的质量是有所提高的。在教学实践中是有效的，可运用、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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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教学情况：  

  2001年4月的一天，象往常一样，四（1）班的孩子们带着笔记本兴高采烈地来到电脑房。师生问好后，只听

赵老师问道：“同学们，你们知道当今世界上有哪些先进的交通工具吗？” 

  话音刚落，孩子们都迫不及待地举起了手。“有轻轨、有隧道、有地铁……”大家说了很多交通工具。“还

有磁悬浮列车”一个稚嫩的声音在班中响起。他的话在班中引起了一阵骚动：什么是磁悬浮列车？我怎么不知

道？它长得怎么样的？同学们一下子都被这个新名词吸引住了。这时，赵老师对同学们说：“磁悬浮列车是现代

交通飞速发展的一项重大发明，人们称它为‘绿色交通’。大家想了解磁悬浮列车吗？”。“想”全班异口同声

地喊道。“那你最想知道磁悬浮列车的什么方面的知识呢？”赵老师接着给同学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只见三两只

小手举了起来。“我想知道什么是磁悬浮列车？我知道它和汽车有什么不一样？”我想知道它开得快不快？几个

学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后，教室里开始安静下来了，孩子们不知道还要提出怎样的问题来。这时，赵老师说：

“我们还可以解决有关磁悬浮列车的哪些问题呢？赵老师现在提供给大家一个有关磁悬浮列车的导航页，大家利

用网络资源先去浏览一些有关磁悬浮列车的网站、网页资料，然后把自己最想了解的有关磁悬浮列车知识的问题

提出来。” 

  这下孩子们高兴极了，他们立刻上网去浏览了。有的直接在老师提供的网页、网站上浏览，有的自己利用

“搜狐”等搜索引擎上网浏览相关磁悬浮列车的信息、资料。瞧，他们多仔细呀！有的盯着电脑屏幕眼都不眨一

下，有的手撑下巴思索着，有的小组轻声讨论着…… 

  一段时间后，赵老师提出了“同学们，现在你们能说说最想研究有关磁悬浮列车的什么问题了吗？”“我先

说，我先说”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想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平时不大爱动脑的金国伟今天小手举得特别高。他问

“什么是磁悬浮列车？它的长是多少，宽是多少？”赵老师当即表扬他：问题真好，我们平时要认识一新事物，



一般都是先看其表面，从认识它的外在特征开始。赵老师又对全班说：“那金国伟同学的问题能解决吗？” 马上

有同学回答道：“可以，在老师的导航页和其它网站上看看资料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接着，赵老师又说：“认识了磁悬浮列车是什么之后，你还想了解些什么呢？” 一个叫郑超翔小男孩疑惑地

问：“最早的磁悬浮列车是怎样的？磁悬浮列车从研究到实际通车之间的实验期用了多少时间？”。“对、对，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有的同学在边上喊。这时，赵老师就问郑超翔：“这问题提得更好，那你是怎么想到这个问

题的呢？”郑超翔摇晃着小脑袋说：“我想有很多东西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它总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就像汽车

刚发明的时候和现在的汽车是不一样。看了磁悬浮列车的一些网页，我就想既然德国的肯佩尔工程师想到研究发

明磁悬浮，那它一定有形状结构，而且实验了以后不一定马上就能用，所以我想了解这些问题。”“真了不

起”，赵老师显得很高兴，她说，“我们不但可知道什么是磁悬浮列车列车，还可了解它的由来，它是怎么样

的，了解事物的进程情况，这样研究问题就更深了。” 

  赵老师又问：“还有谁能再提出其它的问题来。”“我有，”学校“网上少科院”小院士赵迪同学着急地

喊：“如果我国有了磁悬浮列车，别的火车会不会没人乘？”同是赵迪一组的“小问号”——高超也站起来问：

“对呀，有了磁悬浮列车，它是新世纪列车了，会不会给其它公司带来许多心理负担呢？人类能否造出比磁悬浮

列车更好的列车？”他们的问题引起全般同学的叫好。赵老师就说：“高超，那你来给大家谈谈你们小组的想法

吧！”只听高超同学说：“我们小组在网上了解了许多关于磁悬浮列车的一系列资料后，想道了许多问题，但我

们最想研究的是有了磁悬浮列车后，会不会给其它公司带来心理负担？因为我们想磁悬浮列车是新技术，新发

明，那开发、制造它的公司每月收入一定很高才对，但在网上浏览信息的过程中发现，磁悬浮列车的票价并不

高，而且磁悬浮列车速度又快，这样能不对其它公司造成压力吗？所以我们就想研究这个问题。”听了这个小女

孩的想法，许多学生都在点头，表示同意。赵老师这回更高兴了，她对孩子们说：“高超小组的想法真好，我们

在认识事物，接受事物时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要知道其内在本质，揭示它们的优点和缺点。不能仅仅停留在其

表象上。”…… 

  四十分钟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可四（1）班同学的问题还在继续。在浏览了相关磁悬浮列车的网站、网页后，

全班共提出86个相关问题。特别是小院士的问题更多，更精彩。然后，同学们根据自己的问题，组合了研究小

组，开始了有关磁悬浮列车的小课题研究。有的根据小组研究问题做小报，演示文稿等。一个阶段后，有的学生

解决了自己小组的问题，有的又有了新的困惑，新的问题。网虫小队的队员在解决了“上海的磁悬浮列车的建造

情况怎样？”的同时，又想到：能不能在地下建造磁悬浮列车？如果建造的话，要建造多少米深？路程要建造多

少公里合适？要防止地下磁悬浮列车中进水，要采取什么保护措施？等一个个富有想象力的问题。 

   

分析与思考： 

  赵老师和四（1）班的同学们这次在网上乘坐“磁悬浮列车”，可以说带回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这是一次

师生共同探讨、学习的活动，这是一次网络资源的充分共享。这是一堂没有对和错的课，这是一堂学生智慧闪光

的课。给我们留下许多思索： 

  学生通过网络浏览，其视野及对现实的的思索都具备了一定水平。显然它并非是某一课程的教学所能完全替

代的。特别是网上浏览较多、以及“网上少科院”的小院士们，其视角更贴近社会实践，更具备社会价值标准的

判断，有的提出“目前磁悬浮列车还存在哪些技术问题？”他不仅是对列车构造的认识，更是对其“技术问题”

产生了批判，对事物要求精益求精，看问题看的更“深”了。又如：“中国最早的磁悬浮列车时怎样的？”这个

些问题表明学生已关心到自己国家，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意识在他脑海中形成。他们已能把人文与科技综合起来

思考新技术的影响；对于可以直接从网上查到的资料，如：什么是磁悬浮列车？它的构造怎样？等这一类问题，

他们已经知道自己通过搜查资料去解决，说明已具有较强的信息意识和信息处理能力。 

  但同时也值得深思、注意该如何引导学生发现哪些方面的问题？不同学生提出的不同问题该如何区别对待？

在研究中，又该如何指导学生怎样解决问题呢？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要不断深入研究，培养具有创造的一代。 

附：通过浏览了有关“磁悬浮列车”的网站、网页后，四（1）班学生共提出86个相关问题。由于学生的表达能力

不是最强，有时会辞不达意，因此在不改变学生所提问题原意的基础上，对学生的问题作文字上的适当修改。



（见问题表）。同时，对这些“发现的问题”进行了适当的归类。分类标准如下： 

  ▲“磁悬浮列车是什么？”一类：是指提出有关磁悬浮列车构造、原理方面的问题。 

  ◆“磁悬浮列车怎么样？”一类：是指提出有关磁悬浮列车运行特点，现使用情况，及其历史——现在——

未来的发展状况的问题。 

  ★“为什么要制造磁悬浮列车？”一类：是指提出有关磁悬浮列车研究制造的价值的问题。 

   

学生的问题： 

▲—— 

1、什么是磁悬浮列车？ 

2、什么是超导磁悬浮列车？ 

3、什么是常导磁悬浮列车？ 

4、为什么称这种列车为“磁悬浮”？  

5、磁悬浮是怎样的？  

6、悬浮列车的长是多少？宽是多少？  

7、磁悬浮列车的高度是多少？ 

8、磁悬浮列车有多重？ 

9、最大、最长的磁悬浮列车有多大、多长？ 

10、超导磁悬浮列车每小时行驶多少距离？ 

11、磁悬浮列车最高时速可达多少公里？ 

12、磁悬浮列车的构造是怎样的？ 

13、磁悬浮列车有没有轮子？ 

14、磁悬浮列车有什么优点？ 

15、磁悬浮列车在雨天里，运行情况会怎样？ 

16、磁悬浮列车里面有几个座位？ 

17、磁悬浮列车里面需不需要驾驶员？ 

18、磁悬浮列车内有没有安置宠物的地方？ 

19、磁悬浮列车的外壳是用什么制造的？ 

20、磁悬浮列车行驶时会不会磨损？ 

21、磁悬浮列车的运行原理是什么？ 

22、为什么磁悬浮列车能“飞”起来？ 

23、磁悬浮列车为什么噪音低，而且高速、平稳，它的内部构造是怎样的？ 

24、磁悬浮列车行驶时为什么这么快？ 

25、磁悬浮列车周围的磁场是怎样让列车“浮”起来的？ 

26、磁悬浮列车有铁轨，为什么列车行驶时并不与轨道接触？ 

27、磁悬浮列车是怎样浮起来的？ 

28、人们可以怎样控制磁悬浮列车呢？ 

29、为什么有的磁悬浮技术是有吸引力的，有的是有排斥力的？ 

30、磁悬浮列车与其它列车有什么不同？ 

31、目前，磁悬浮列车还存在什么技术问题？ 

◆—— 



32、磁悬浮列车是什么时候问世的？ 

33、磁悬浮列车是谁研究出来的？ 

34、磁悬浮列车最早出现在哪个国家？ 

35、最早的磁悬浮列车是怎么样的？ 

36、磁悬浮列车名称是怎么来的？ 

37、磁悬浮列车有没有别的名称？ 

38、制造磁悬浮列车用了多少工具？ 

39、磁悬浮列车从研究到实际通车之间的实验期用了多少时间？ 

40、世界上有多少种磁悬浮列车？ 

41、磁悬浮列车的发展是怎样的？ 

42、目前能制造磁悬浮列车的有哪些国家？ 

43、有哪些国家现在已经有了磁悬浮列车？ 

44、我国第一辆磁悬浮列车在哪个城市？ 

45、我国有哪几个城市有磁悬浮列车？ 

46、中国最早的磁悬浮列车是怎样的？ 

47、上海有磁悬浮列车吗？ 

48、如果上海有磁悬浮列车，那它什么时候通车？ 

49、磁悬浮列车是目前中国设施最先进的列车吗？ 

50、我国的磁悬浮列车在世界排名第几位？ 

51、适合我国的磁悬浮列车是怎样的？ 

52、现在，中国的磁悬浮列车研究状况怎样？ 

53、最漂亮的磁悬浮列车在哪个国家？ 

54、日本是什么开始设计、制造磁悬浮列车的？ 

55、德国的磁悬浮列车是怎样的？ 

56、磁悬浮列车一次运量多少？ 

57、磁悬浮列车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58、磁悬浮列车有什么特点？ 

59、磁悬浮列车一共有多少列？ 

60、磁悬浮列车是种怎样的交通工具？ 

61、磁悬浮列车最多可载客多少人？ 

62、坐磁悬浮列车头晕不晕？ 

63、磁悬浮列车的票价是多少？ 

64、乘坐磁悬浮列车一站需要多少钱？ 

65、磁悬浮列车为什么不普及？ 

66、为什么德国的磁悬浮列车迟迟未做商业运行用？ 

★—— 

67、磁悬浮列车有什么用？ 

68、人类是怎样想到要制造磁悬浮列车的？ 

69、为什么在城市中磁悬浮列车对人们的吸引力明显？ 

70、为什么说磁悬浮列车是绿色交通工具？ 

71、为什么说磁悬浮列车是21世纪人类理想的交通工具？ 

72、为什么要制造绿色交通——磁悬浮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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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磁悬浮列车对人或动物有什么妨碍吗？ 

74、乘客乘坐磁悬浮列车时有没有安全感？  

75、制造一列磁悬浮列车需要多少钱？ 

76、磁悬浮技术到底成熟吗？可靠吗？ 

77、磁悬浮列车的速度快，还是地铁、轻轨的速度快？ 

78、现在已经有了地铁、轻轨，用途都一样，为什么还要制造磁悬浮列车？ 

79、如果我国有了磁悬浮列车，别的火车会不会没人乘？ 

80、我国的磁悬浮列车与德国、法国的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81、能否制造出比磁悬浮列车更先进的列车？ 

82、如果有公司制造出比磁悬浮列车更先进、设施更完善的列车，制造磁悬浮列车的公司心里会不

会有负担？ 

83、为什么磁悬浮列车适合我国高速客运专线网的发展？ 

84、为什么磁悬浮列车对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85、磁悬浮技术在其它领域还有哪些用处？ 

86、磁悬浮列车到底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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