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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理教学中，学生对大量的概念和规律的获得，都需

要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之上，以获得具体的、感性的认

识，这是他们掌握知识的开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

行) 》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

展．”本文就物理科的特点，谈谈如何以实验作为载体，优化

课堂师生与生生之间的多边互动，把课堂推向一种新境界，

实现学生的真正发展．
1 会设计实验，在预设中实现互动的优化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奥苏伯尔曾经提出这样的命题:

“如果我不得不将所有的教育心理学原理还原为一句话的

话，我将会说，影响学习的最重要因素是学生已经知道了什

么，根据学生的原有知识状况进行教学．”这就需要教师充

分了解学生，根据学生的实际设计实验． 高质量的预设是教

师发挥组织者作用的重要保证，它有利于教师从整体上把握

教学全过程，使教学能顺利展开，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例如在学习《浮力的利用》一节时，老师先向对学生布

置了三个课外实验:

( 1) 如何让鸡蛋浮在水面上?

( 2) 如何让橡皮泥浮在水面上?

( 3) 如何让一个空瓶沉到水底?

于是学生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在水里加盐，并可以

让鸡蛋浮起来，把橡皮泥做成“空心”便可以让它浮在水面

上; 在空瓶子里加入沙子，便可以让瓶子沉到水底．
这些都是学生在生活里已经掌握的知识，但这里面究竟

蕴含着什么的物理知识呢?老师便可以通过以下与学生的互

动去解决．
师: 第 1 个实验，是通过改变什么达到鸡蛋上浮的?

生: 增大液体的密度．
师: 第 2 个实验，又是通过改变什么让橡皮泥浮上来的?

生 1: 增大体积．
生 2: 增加排开水的体积．
师: 根据我们上一节所学的内容，液体的密度和排开水

的体积可以影响哪一个物理量?

生: 浮力．
师: 也就是说，如果想让物体“浮”起来，可以用什么

方法?

生: 可以通过增大物体所受到的浮力．
师: 再来看看第 3 个实验，空瓶子里加入沙子，是用了什

么方法?

生: 增加了瓶子的所受的重力．
师: 也就是说，想让物体“沉”下去，可以有什么方法?

生: 增大物重．
师: 如果想物体“浮”上来呢?

生: 减小物重就行了．
师: 好! 现在谁来小结一下，让物体浮沉的方法．
生: 改变物体所受到的浮力或者改变物重，都可以实现

物体的浮沉．
师: 很好，各位同学，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书本里面提

到的“轮船”和“潜水艇”分别是应用了哪种方法来实现浮

沉的．
鸡蛋、橡皮泥、空瓶子，都是学生随手可以拿到的十分熟

悉的物品，让鸡蛋、让橡皮泥浮，让空瓶沉这些都是学生已经

知道的做法，老师在设计实验时，根据学生的原有知识状况

进行精心预设，学生通过自主参与，这样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课堂上擦出了更多的火花，课堂的教学更显效果．
2 会创新实验，在自主参与探究中实现互动的优化

在传统的教学中，“闷课”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闷课的主

要特征是，课堂气氛沉闷，教师照本宣科满堂灌，学生昏昏欲

睡，课堂无欢声笑语，无思想交锋，思维呆滞，闷课的结果是

摧毁学生的学习兴趣，扼杀学生的学习热情，抑制学生思维

的发展． 如果让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索，勤于动手，呈现出

生气勃勃的精神状态呢? 老师应该学会创新实验，在取材上

和手段上引起学生的兴趣，借助实验的魅力，借助老师的智

慧，注意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确保学生有更多时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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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媒体技术展示物理空间的奇妙

中学物理中有许多比较抽象的物理规律和概念比较难

用真实实验来进行演示和验证． 对这些内容的教学用多媒体

技术进行虚拟演示，可以将抽象的物理现象转化为直观具体

的物理情景，从而突破教学难点．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需做大量的演示实验，以具体的事

实说明抽象的理论，或从中得出物理规律，这也是初中学生

学习物理的主要方法之一． 然而由于有的实验教具小，或变

化不明显，实验不便于全班学生清晰观察，而达不到预期的

教学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做实物投影实验，效果明显增强．
比如在电流的磁效应教学中，以往奥斯特实验是在讲桌上展

示，由于小磁针发生的偏转，不便于全班学生观察，而影响教

学效果． 现改用实物投影做上述实验，将所发生的现象直观

地放大投影到银幕上，学生看得一清二楚，从而增强了演示

效果． 同时这种新颖的方法，刺激了学生的感官，引起学生注

意，比观察实物还认真，因而有助于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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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探究和讨论，主动参与，从而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

能力．
2． 1 取材创新

只要无论是演示实验还是学生的分组实验，其实有很多

实验器材，我们都可以取一些与书本不同的器材进行实验，

往往让实验取得另人满意的结果．
2． 1． 1 取学生熟悉的物品

在“探究动能的大小影响因素”时，老师选择了让学生

做分组实验，不选用“钢球”滚下来，而是电池，障碍物是玩

具积木． 当学生运用这些熟悉的物品做实验时，他们的参与

热情相对较高，实验的成功率也比较高． 这样便于老师去渗

透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让学生讨论:

( 1) 在探究动能大小与质量是否有关时，我们应该控制

什么，改变什么?

( 2) 在探究动能大小与速度是否有关时，我们应该控制

什么，改变什么?

( 3) 障碍物( 玩具积木) 有什么用?

通过以上三个问题，很容易让学生知道，动能的大小影

响因素，同时也掌握了物理实验中的控制变量法和转换法．
2． 1． 2 取实验效果明显的物品

如在探究“光的传播”实验中，选择了清水、牛奶水让他

们探究“光在液体中的传播”，用“果冻”和玻璃探究“光在固

体中的传播”． 学生们都积极参与其中，并互相对比效果．
教师并及时提出相关的问题:

( 1) 光的传播路径有何特点?

( 2) 光在哪些物体中可以看到路径?哪些看不到?

( 3) 你知道这是运用了什么方法吗?

通过学生的分组讨论，小组 A 得出的结论是: 光的传播

路径是直线． 只能在牛奶水和果冻里清 楚 看 见 光 的 传 播

路径．
小组 B 得出的结论是: 光在同种介质中的传播路径是直

线． 清水和玻璃这两种透明的介质看不出光的传播路径，而

牛奶水和果冻可以看到． 这里应该运用了转换法．
老师便可以根据两个小组得出了综合性的结论，并且可

以继续延伸出光线的定义: 光线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我

们可以通过牛奶水和果冻等去知道它的传播路径，这里转换

法． 为了便于大家对光线的理解，我们可以用一根带有箭头

的直线来表示光线，这是我们物理学里面的另一种方法: 模

型法．
2． 1． 3 取学生意想不到的物品

在探究“影响导体电阻大小的因素”的其中一个因素

———温度的关系时，可以使用日光灯里的“钨丝”，并将钨丝

与小灯泡和电流表组成一个串联电路，并让学生到讲台上演

示该实验，要求其他学生仔细观察，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

( 1) 加热时，灯泡的亮暗变化?电流表的大小变化?

( 2) 停止加热后，灯泡的亮暗变化?

电流表的大小变化?

( 3) 实验现象表明了什么?

实验结束后，鼓励学生两两讨论分

析，由于实验现象非常明显，学生均能得

出正确的结论，于是老师便可以学生精神高度集中时向大家

强调: 大多数导体属于这种情况，也有个别的例子，并及时与

学生做相应的习题． 这样学生在描述结论时，就会注意一些

细节的问题．
2． 2 手段创新

有不少老师，力求在课堂上达到“流畅”的效果，基本上

都喜欢做成功的实验，给学生的分组实验所用的器材，也是

一些完好的实验器材，力求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其实，

有些时候，老师特意巧设“关卡”，让学生体验“失败”，效果

往往会比体验成功更好．

如: 给学生做探究“串联电路的电流特点”时，给每一组

的学生准备了一个灯丝断了的小灯泡，让他们去做实验． 结

果发现，所有的小组，都是直接安装串联电路，然后闭合开

头，都发现电泡不亮，于是就举起手来，向老师求助． 于是老

师便作出温馨提醒:“同学们，别焦急，老师特意为难你们的．

给你们的器材里面，有的元件有问题，你们先把它找出来

吧．”于是同学们又把手放下去，大家认真地进行检测 ……

在检测过程中，还要充分让学生帮学生解决问题，让先发现

问题的学生去帮助其他小组，最终全部小组都可能解决问

题． 经过一轮检查，他们都发现了问题，并以“断”换“新”，重

新开始实验，并得出相关的数据． 这一次实验，虽然花的时间

比较多，但学生的探究意识得到了加强，学生之间的合作更

加融洽． 在之后的实验中，可以在开关或者灯座上做“手脚”，

学生不再马上举起手来向老师求助，而是学会了自己解决问

题，学生之间互相帮助解决问题了．
3 会反思实验，在学生质疑中实现互动的优化

孔子曰:“疑是思之始，学之端．”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是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重要途径． 课堂教学是千变万

化的，教师不可能预见课堂上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所以，在

实验结束之后，教师更需要成为学生的忠实“听众”，并在倾

听过程中，发现他们困惑的焦点、理解的偏差观点的创意、批



一位学生，而是让其他学生回答: “你们为什么会笑?”这时

有一个学生自告奋勇地说:“电阻当然不发光了，因为它没有

发热，所以没有发光．”于是再有一个学生补充: “电阻因为

没有发光发热，所以它的阻值没有变化． 而小灯泡因为发热

而发光，发光的亮度不同，表明电阻丝的温度不同，所以小灯

泡的阻值是变化的．”

通过学生的反思，一个原来让老师头痛，学生难以掌握

的难题，在大家的笑声中，轻易地解决了．
3． 2 对实验方法进行反思

引导学生思维求异，寻求多种实验方案，然后对实验方

法进行反思，找出其特点和不足，从而优化实验方案，选取最

佳策略．

当老师提出用什么办法能测出酸奶的密度时，学生经过

分组讨论便得出以下几种方案: 组 1: ( 1) 用天平称出空量筒

的质量 m1 ; ( 2) 量筒内倒入适量的酸奶，读出酸奶的体积 V;

( 3) 用天平称出量筒和 酸 奶 的 总 质 量 m2 ; ( 4) 计 算 ρ =
m2 － m1

V ．

组 2: ( 1) 用天平称出空烧杯的质量 m1 ; ( 2) 烧杯内倒入

酸奶称出总质量 m2 ; ( 3) 把烧杯内的酸奶全部倒入量筒中，

读出酸奶的体积 V; ( 4) 计算 ρ =
m2 － m1

V ．

组 3: ( 1) 用天平测出烧杯和酸奶的总质量 m1 ; ( 2) 把烧

杯内的酸奶全部倒入量筒内读出酸奶的体积 V; ( 3) 用天平

称出空烧杯的质量 m2 ; ( 4) 计算 ρ =
m1 － m2

V ．

组 4: ( 1) 用天平测出烧杯和酸奶的总质量 m1 ; ( 2) 把烧

杯内的酸奶倒入量筒中一部分，读出酸奶的体积 V; ( 3) 用天

平称出烧杯和剩余酸奶的质量 m2 ; ( 4) 计算 ρ =
m1 － m2

V ．

组 5: ( 1) 用天平测出空烧杯得知质量 m0 ; ( 2) 用天平测

出装满水后烧杯的质量 m1 ; ( 3) 用天平测出装满酸奶后烧杯

的质量 m2 ; ( 4) 计算 ρ =
( m2 － m0 ) ρ水

( m1 － m0 )
．

老师便引导学生对以上五种方法进行反思，方法一中，

由于量筒高，放在天平上称量易发生倾斜、歪倒，容易损坏仪

器，不便于操作; 方法二中，烧杯内酸奶倒入量筒时，烧杯壁

上沾有酸奶，使测出的酸奶的体积变小，密度变大; 方法三

中，烧杯内酸奶倒入量筒后，烧杯内壁沾有酸奶，用天平称得

空烧杯的质量变大，算出酸奶的质量变小． 从而使所求酸奶

的密度变小; 方法四弃掉了以上三种方法弊端，使测量简洁

而又准确，确为最佳策略． 而方法五，能够利用水的密度解决

问题，是对已有知识的充分利用，很好． 但要注意在计算酸奶

密度时公式不要搞错．
3． 3 对实验结论进行反思

在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哪些因素有关”实验中，当

完成了以下一系列实验后，要求学生按照以下的提示写出

结论:

( 1) 分析比较 图 乙 和 丙 的 实 验 现 象，可 以 得 出 结 论:

．
( 2) 分析比较图 的实验现象，可得出结论: 当受

力面积相同时，压力越大，压力的作用效果越显著．
( 3) 进一步综合分析图甲、乙、丙和丁的实验现象，并归

纳得出结论: ．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在回答问题( 1) 时，学生容易得

出以下结论:

①压力的作用效果跟受力面积有关．

②海绵的凹陷程度跟受力面积有关．

在回答问题( 3) 时，学生容易得出以下结论:

①压力的作用效果不仅与物体重量有关，还与物体接触

面积有关．

②压力的作用效果大小与物体受力面积和质量有关．

③海绵的凹陷程度与所受压力大小和受力面积的大小

有关．

老师引导学生进行反思: 一要写清题目的前提条件，理

解好控制变量法; 二要弄清压力的作用效果是哪两个因素，

三是看清楚实验的目的是什么，不能把“压力的作用效果”

写成“海绵的凹陷程度”．

通过结论的反思，老师给学生以充分的语言表述和锻炼

的机会，并从中发现问题所在，并进行适当的引导，同时还提

醒学生，物理方法蕴含于物理知识之中，学生既要掌握物理

知识，同时也要掌握科学方法．
4 会拓展实验，在“玩”中实现互动的延伸

有的老师，为了应试教育，只重视书本里的考点实验，对

于一些课外的小制作、小实验一点都不重视． 其实，通过拓展

外延，让物理实验走进生活，对于学生的发展，具有更重要的

作用．

我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课外亲自动手做一些小实

验、小制作或者小发明，并且在课堂上展示他们的成果，真正

让他们在“玩”中实现能力的提升．

比如在研究“电磁铁磁性强弱”实验时，我提前几天把

铁钉和漆包线发给学生，让他们制作分别铁芯大小不同、线

圈匝数不同的电磁铁，并且鼓励他们自己尝试将电磁铁接入

电路，比较磁性强弱． 结果学生纷纷向我提出问题: 电路接上

了，没有电流，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并没有把漆包线末端的

绝缘皮刮去，所以就出现以上的情况了．

以物理实验作为载体，用开放的思想去设计实验，用创

新灵活的方法和手段进行实验，善于从多角度去反思实验，

乐于鼓励学生延伸实验，将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贯彻在课堂

教学之中，并将此理念延伸到课外，让学生的心中的物理真

正地“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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