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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验教学是中学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评价方法能够极大地促进学生学习物理实验的积极

性.本文以一个典型案例来探讨在新课程背景下物理实验课教学和评价的具体方法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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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评价的设计要以教学目标为依据,在教学

之后,学习者在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等方面是否产

生了如教学目标所期待的变化,这是要通过教学评

价来回答的,离开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就无法进

行教学评价.教学评价方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

的科学素养和教师的教学水平,为学校实施素质教

育提供保障.充分发挥评价的促进发展的作用,使评

价的过程成为促进教学发展和提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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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评

图2

如果想要这种设计方案能实现对离子的加速,

就必须让离子在电容器外运动时不受电场力作用.
笔者想到一种改进的方法:当粒子完成一次在电容

器两极板间加速后,将电容器放电,这就使得空间中

各处电场都为零.当离子在磁场中运动一周后,再给

电容器加上电压U 从而充上电,这样就能再次对离

子加速.这样修改后的方案实现了对离子的加速,同
时不违背能量守恒定律.因为,在对电容器的不断充

放电的过程中将不断地消耗电能.

3 总结

2015年高考重庆卷第9题是关于带电粒子在复

合场中运动的综合问题.题目大胆创新,考查了学生

遇新情境的分析能力,依托旧模型解决新问题的能

力.笔者分析了试题的解决思路和解题过程.但是,

在题目创新时没有从实际出发思考可行性问题,物
理试题不仅仅是编写出来考查学生学习情况的工

具,它也应该符合实际情况.因此,试题有待进一步

的修改以符合实际情况.笔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思

考,由于水平有限,请大家批评指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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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方式能够促进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全面发展;发现学生潜能,了

解学生需求;使学生能看到自己在发展中的长处和

不足,增强学习物理课程的自信心;激励、引导学生

发展;形成生动、活泼、开放的教育氛围.能够鼓励学

生发展自己的特长和爱好.

1 评价应尊重原有基础 发挥学生的各种潜能

课程标准告诉我们:“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

体,也是评价的主体.”在教学中,必须把学生放在

主体地位.发展学生的主体性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

时代精神的召唤,也是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教师应

承认学生的差异性,尊重学生的独立性、个体性,与

学生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

例如:教师在讲解电磁感应现象中产生感应电

流时,按如图1所示装置进行演示实验,让学生观察

灵敏电流计指针偏转情况,从而得出,当磁铁插入或

拔出时,回路中产生感应电流.

图1

图2

在教师演示的基础上,学生按如图2所示装置

进行进一步实验探究.教师期望学生通过实验,得出

当磁铁插入或拔出时、改变变阻器的阻值时、开关闭

合或断开时,3种情况都能产生感应电流.由于学生

学习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基础相对好的学生能得

到3种情况都能产生感应电流;基础特别好的学生

除能得到3种情况都能产生感应电流外,把A 线圈

放在B线圈外,沿某一方向运动时,也能产生感应电

流,甚至能归纳出回路中产生感应电流的条件;基础

相对差的学生只能模仿老师做过的演示实验得出,

当磁铁插入或拔出时,回路中产生感应电流或答案

跟预设的有不全.针对上述情况,教师要尊重学生的

原有的基础,发挥学生的各种潜能,给以正确的评

价,特别关爱基础相对差的学生,他们的“模仿”也

是成功的表现.

2 评价应重在鼓励学生 不断获得成功的体验

课堂评价要贵在激励.教师的课堂评价要关注

每个学生的生活经验,关注每个学生在已有水平上

的发展及发展中的个别差异.评价既要有利于呵护

学生的自尊心,又要能引导和促进学生的不断发展

和自我完善.通过激励性的语言帮助学生认识自己

的优势,发现自己的不足.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只有

把爱作为教育的前提,通过师生情感的融洽、心灵的

沟通为学生发展营造宽松的心理氛围,促进学生建

立自信和健康发展.学生就是在宽松、和谐、民主的

自由空间里与老师、学生进行心灵的碰撞、生命的融

合中,不断获得成功的体验,并在成功中走向成功.

【例1】如图3所示,电阻为R的矩形线框abcd,

边长ab=L,ad=h,质量为m,自某一高度自由落

下,通过一匀强磁场,磁场方向垂直纸面向里,磁场

区域的宽度为h,若线框恰好以恒定速度通过磁场,

线框中产生的焦耳热是 .(不考虑空气阻力)

图3

对于这道习题的解答,学生们往往有2种解法.

解法一:设线框以恒定速度v通过磁场,运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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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t=2hv
(1)

从线框的cd 边进入磁场到ab边离开磁场的过

程中,因切割磁感线产生的感应电流的大小为

    I=ε
R =BLv

R
(2)

cd 边进入磁场时的电流从d 到c,cd 边离开磁

场后的电流方向从a到b.整个下落过程中磁场对感

应电流产生的安培力方向始终向上,大小恒为

F=BIL=B2L2v
R

由于线框匀速下落,重力和安培力平衡.有

mg=F=B2L2v
R

得

       v=mgR
B2L2

(3)

因线框通过磁场的时间,也就是线框中产生电

流的时间,所以根据焦耳定律Q=I2Rt,联立3式,即

得线框中产生的焦耳热为Q=2mgh.

解法二:线框通过磁场的过程中,动能不变.根

据能量的转化和守恒定律,重力对线框所做的功全

部转化为线框中感应电流的电能,最后又全部转化

为焦耳热.所以,线框通过磁场过程中产生的焦耳热

为

Q=WG =mg2h=2mgh

教师讲评该题时,用解法二解题的学生,得意洋

洋,花了很少时间,得到正确的答案,此时,笔者说用

能的转化和守恒的观点,只需从全过程考虑,不需涉

及电流的产生等过程,计算更为简捷.他们听到“简

捷”二字更开心,笔者及时提出“捷径”要走,但“捷

径有时不通,防止跌入陷井”,提醒他们要掌握扎实

的电磁感应知识.用解法一解题的学生,觉得自己的

解法相对比较繁琐,花的时间也不少,有时答案不一

定正确,他们有垂头丧气、怏怏不乐之感.笔者及时

提出这些学生电磁感应知识学扎实,即使求解比较

繁琐,但也是正确的方法,对物理过程理解很清晰、

有条理.但提醒他们物理知识符合客观规律,单元知

识好象一棵小树,物理基本规律好象树林,平时解决

物理问题时,不要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是,上

述2种解法都是正确的,你们平时解题时,应该要学

会一题多解的方法.

同学们听了老师的点评,一方面他们都感觉到

老师的表扬和鼓励,自己都是胜利者;另一方面他们

又感觉到要完整理解学过的物理知识,必须继续努

力钻研,不断获得成功的体验.

3 评价应重在学习过程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学习的主体.新课改给我

们提出了新的评价理念,那就是“以人为本,立足过

程,促进发展”.考试评价制度评价功能片面、过于强

调评价的甄别与选拔功能,忽视促进学生发展的功

能;忽视学生的全面素质和个别差异;忽视对学生发

展过程的考查.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得不到很好的

保护,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当前的评价改

革越来越注重过程,强调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

相结合.探究式学习强调,知识的获得固然重要,掌

握知识如何获得的过程更为重要.对学生的评价,只

有在学生的实践过程中进行,才是最切实,最有价值

的.因此,笔者在对学生进行物理水平评价时,就特

别注重过程评价.

例如,物理实验的操作技能,通过试卷考查是体

现不出来的,必须在学习的过程中完成.根据所学的

单元物理知识,联系生产和生活实际,讲述有关应

用,通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汇报展示和交流,结合

个人自评,大家互评,学生多次参与评价,表达自己

对知识的理解和感受,使物理知识活化.只有很好地

利用这些过程评价,才会使教育评价最大限度地提

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才能真正地为我们的教学服务.

4 评价选定多样的方式 给学生多次评价机会

学习不同的物理知识应有不同的评价功能.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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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实验,可以测量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设计实验

进行探究性学习的能力;有的实验可以评价学生资

料分析、调查、观察、实验和制作活动,可以测试学生

的思维能力、动手制作能力;有的实验可以评价学生

的调查和搜集资料的活动,可以测试学生获取信息、

分析信息的能力、实践能力等.不同的实验内容具有

不同的评价目标.不同的实验也应有不同的评价方

式.评价学生对掌握电磁感应实验知识,除动手操作

评价外,还可以通过纸笔测试的评价方式.

【例2】在纸上提供“研究电磁感应现象”的实验

装置,请学生用笔代替导线,连接实验电路;也可以

已知连接的部分线路,用笔代替导线,补齐实验电

路;还可以已知连接的错误线路,用笔代替导线,修

改成正确实验电路.

【例3】如图4所示为“研究电磁感应现象”的实

验装置,如果在闭合开关时发现灵敏电流计指针向

右偏了一下,那么合上开关后

A.将原线圈迅速插入副线圈时,电流计指针向

右偏转一下

B.将原线圈插入副线圈后,电流计指针一直偏

在零点右侧

C.原线圈插入副线圈后,将滑动变阻器触头迅

速向左拉时,电流计指针向右偏转一下

D.原线圈插入副线圈后,将滑动变阻器触头迅

速向左拉时,电流计指针向左偏转一下

图4

通过上述纸笔测试方法,可以了解学生掌握物

理知识的大致情况.选择多样的评价方式目的是为

了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物理历程,激励学生的学习

和改进教师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建立评价目标

多元、评价方法多样的评价体系.改变以往评价主体

单一化的弊端,强调教师、学生、家长等共同参与,对

学生的学业开展评价.这也是教育过程逐步民主化、

人性化发展进程的体现,从而使新课程评价变成主

动参与、自我反思、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过程,同时

在相互沟通协商对话中,增进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

理解,易于形成积极、平等和民主的评价关系,帮助

和促进学生不断发展.

在评价过程中,不仅关注结果,更关注学生成长

发展的过程.注意收集学生学习状况的数据和资料,

根据一定的标准对其发展状况进行描述和判断,并

根据学生的基础和实际情况,给学生以反馈并提出

具体的改进建议.评价过程中应给予学生多次评价

机会,如有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成绩不满意,允许学生

重来,争得更好的成绩.这样,既尊重了学生的个体

差异,保护了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学习兴趣,又

培养了他们精益求精、永不服输、坚韧不拔的精神和

品质.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过程中,每掌握了一些

知识,总会有一种强烈的表现欲,若在这时进行相应

的评价,成绩好的学生就会有巨大的成就感,若成绩

不好,只要得到教师的热情鼓励,明确了自己的不

足,也会促进学习.

今天的评价是为了学生的未来发展,掌握和发

现学生成长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及

时给予指导和帮助,并给以再次改进和修正的机会,

充分挖掘学生的发展潜力,就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素

质水平,为将来的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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