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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在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下,对于高专师范生而言,物理实验有哪些作用? 高专师范学校如何有

效开展传统的物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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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为支撑的现代

教育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课堂教学中,多媒体、交互

式白板、云终端等先进的辅助教学设备已大量装备

到了各级各类学校.以微课程、反转课堂、MOOCs(大

型开放式网络课程)、虚拟仿真为代表的新的教学模

式和手段迅速兴起,已经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传统

的教学模式,大大拓展了学生学习的视界.

然而,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物理

学的许多定理、定律是在观察自然现象的基础上或

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实验概括总结出来的.因

此,在教育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将现代媒体手段

与物理实验教学有效地结合,切实提高学生的科学

素养,这是一线教育工作者一直探索而未得到很好

解决的课题.本文旨在针对高专师范类学生培养的

特殊性,谈谈信息化背景下如何保持及延展传统的

操作性物理实验教学的作用.

1 物理实验对高专师范生的作用

信息时代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应用、网络资源的

积累和发展、数字化实验系统的开发和普遍使用,使

得许多教师放弃了传统的物理实验操作,尤其是那

些使用现代媒体娴熟的年轻教师,他们用模拟实验

代替真实的实验,尽管课堂上教师执教简约,现象明

显,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得不到加强,这对于师范

类专业的学生尤为不利.

高专师范类学校是为基础教育(主要是小学、幼

儿园)培养师资的,师范生的科学素养,直接关系到

少儿科学教育的质量.因此,给师范生开好物理实验

课程,意义非凡.

1.1 物理实验能直观形象地为学生提供感性认识

目前,高专师范类专业的许多学生物理基础薄

弱,对抽象的物理概念、规律的理解与掌握存在一定

的困难.并且高专师范生中的女生占绝大多数,她们

对具体事物易于记忆,感知和观察较细致,善于形象

思维,而对抽象概念的理解较困难.这就必须借助课

堂上真实呈现的物理实验去补偿,通过实验,让学生

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亲自获得具体的直接经验,以

便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经过分析和推理、归纳和概

括,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物理概念,导出物理规律.

如研究电磁感应现象时,首先尝试闭合电路的面积

变化,线路中是否能产生感应电流,然后实验穿过闭

合电路的磁感强度变化,线路中是否产生感应电流;

通过实验结果,教师再引导学生归纳出:“无论是穿

过闭合电路的磁感应强度发生变化,或是闭合电路

所包围的面积发生变化,只要穿过闭合电路的磁通

量发生变化,闭合电路中就产生感应电流.”通过亲

自实验得出的结论学生容易接受,且印象深刻.

1.2 物理实验能为师范生学习使用仪器进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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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规范的物理实验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实

验习惯、实验方法以及基本的实验技能和素养.师范

生是未来的基础教育工作者,为了能胜任未来的教

学工作,现在就必须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养成良好

的实验习惯.因此,我们现在的课堂实验要给师范生

做出示范,言传身教地教给师范生规范的实验方法.
比如,怎样正确选择和使用仪器,如何编制实验步骤

进行操作,怎样正确进行读数和记录实验数据,怎样

列表和作图,如何分析和推理得出结论并进行误差

分析等.如直流电部分的演示实验.要教给学生怎样

按图接线,先接什么后接什么,电表怎样选择量程,

如何读数,电压表、电流表、开关、滑动变阻器、电源

等各如何连接.实验完毕怎样拆开线路将仪器整理

好.通过长期的潜移默化,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实验习

惯,以满足将来从事基础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

1.3 物理实验能提高师范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目前,在高专师范类专业的学生中存在着明显

的“重文轻理”的倾向,因此,对待他们认为是:“副

科”的物理学科,更是缺乏兴趣.而生动有趣的物理

实验能极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积极性,改

变传统的认为物理课枯燥难学的看法,变被动接受

为主动参与.如在讲“流体的流速与压强”时,先演

示“吹不走的乒乓球”实验,在讲“物体平衡的稳定

性”时,先演示“悬崖勒马”实验.这样可引起学生对

即将研究问题的兴趣,激发了求知欲望,他们非智力

因素的潜能将得以充分发挥,确保了课堂教学的有

效进行.

1.4 物理实验有助于师范生端正物理学习态度

师范生普遍认为在校期间只要学好语文、数学

和外语之外,再擅长点音乐、美术、书法就足矣,学习

物理没什么用处.而生动有趣的、科学严密的、与社

会发展和生活实际紧密联系的物理实验,能加深学

生对物理学习的认识和理解,引发师范物理学习的

动机和热情,进而对未来从事少儿科学教育产生使

命感和兴趣.

2 高专师范传统物理实验设计的做法

如上所述,信息时代物理实验教学仍然肩负着

特殊的教学任务,具有独特的教学作用和效果,是多

媒体手段无法完全取代的,那么根据高专师范生的

特点怎样设计好传统物理课堂实验呢?

2.1 联系实际 学有所用

高专师范生开设的物理实验,要尽可能的联系

生活中的趣味科学,使学生感到学有所用.如学习力

学部分“反冲运动”时,可演示小学科学材料中用易

拉罐和圆珠笔芯设计的反冲喷水实验.学习热学部

分“凝结”时,可演示小学科学中的凝结实验:在两

个同样的玻璃杯中,倒入同温度的水,在两个杯口分

别盖上冷玻璃片和热玻璃片,观察水蒸气遇冷的凝

结.在学习“静电”部分时,可联系小学科学中“雷电

的奥秘”,演示尖端放电现象.在学习“直流电”部

分,可联系小学科学中的“电流和电路”,演示串并联

电路的特点等.这样增强了学生对胜任将来的基础

教育教学工作而学好物理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2 媒体辅助 合理适度

在物理课程与信息技术整合的过程中,滥用课

件,忽视物理学科的特点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少教师

因技术崇拜而片面追求效果的最优化,不分课型、内

容,不顾实际教学需要,盲目使用各种媒体,热衷于

在计算机上模拟实验操作而忽视学生的实际操作,

结果弄巧成拙,使课堂中的信息过多过滥,造成无效

信息的泛滥,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不仅不能提高教学

效益,反倒影响了教学目标的落实.因此,不是所有

的教学内容都必须采用多媒体教学,如果通过显明

真实的实验演示、激烈的讨论争辩、以及科学的分析

推断等方式可以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就不必非得

使用课件,造成画蛇添足之嫌.因此,教师对现代教

育技术的使用应充分考虑它的实用与必要性.只有

那些教师不能用语言详尽描述、图片不能充分显示、

实验不能或不易操作的内容,现代技术手段才能尽

显独树一帜的风采.

2.3 因陋就简 一物多用

目前仍有一些师范学校实验条件欠缺,因陋就

简地自制教学用具能解决缺少仪器的矛盾.如电学

部分可以自己动手自制一块多功能电路示教板;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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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部分电场线演示可用细毛线自制验电羽演示.此

外,可采用一物多用的办法,增加仪器的利用率.如

利用弹簧测力计,可称量物体的重量、研究牛顿第三

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研究合力与分力的

关系、研究影响向心力大小的因素、研究静摩擦与滑

动摩擦力以及决定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等.

因陋就简、一物多用地进行实验,可解决学校实

验条件不足的矛盾,同时也是科学家的优良传统.我

们在实验中要注重实验效果,不要贪大求洋,实验仪

器能简单进行的就不要复杂化.此外,一些简易的仪

器,也可让学生参与制作,使学生通过这些活动培养

自己的实践能力,这对于师范生未来从事青少年科

学教育是非常有帮助的.

2.4 做好准备 确保成功

成功的演示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确保教学顺

利进行,失败的演示将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增加教学

阻力.那么怎样确保课堂实验成功呢? 首先要切实

掌握实验原理,恰当选择实验仪器.其次要做好实验

前的准备工作,熟悉各种仪器的特点,掌握实验技

巧.如静电实验效果经常不理想,因为静电实验的特

点是“电压高、电量少、易泄漏”,因此做好静电实验

的关键要保持环境干燥,并保证绝缘导体良好的绝

缘性能,防止压高量少的电荷流失.为确保演示成

功,上课前教师应多练习几遍,做到心中有数.但万

一实验失败,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迅速找到失败的

原因,采取应急措施,消除学生的疑虑与失望,确保

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

2.5 生动形象 “讲 演”结合

对高专师范生设计和选择演示实验要尽量做到

生动有趣,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

发挥学生非智力因素的潜能,以“趣”、“疑”、“难”为

诱因,趣中涉疑,发掘问题,疑中涉难,引导思维,造

成一个向未知境界不断探索的环境,同时也对他们

未来的教学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如用鸡蛋

和水杯演示物体的惯性.此外,演示实验不是变魔

术,也不是为演示而演示,演示实验教学也有其独特

的艺术性,生动有趣的实验要配合巧妙的讲述,将学

生的感性认识很自然地引导上升为理性认识.只有

“讲、演”有机巧妙的结合,才能真正体现课堂演示

实验的作用.

3 现代教育技术与师范物理实验的融合

物理实验是物理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部

分实验,由于受时间和空间等客观条件以及仪器本

身因素的限制,往往存在着可见度小、效果不明显、

实验成功率低及实验器材局限等诸多问题,影响学

生对物理规律的认同.这时,如果用多媒体辅助演

示,则会将物理课堂引入到新的境界.如水波的干涉

实验,振动加强与振动减弱区域对初学者来说不易

确定,若采用动画模拟辅助实验,调节放慢振动频

率,干涉现象将一目了然;再如在平抛运动实验中,

由于运动速度较快,学生很难观察清楚运动过程,但

若采用课件辅助演示,将运动过程放慢,同时与自由

落体运动比较,学生很容易发现平抛运动水平与竖

直方向的运动规律;同样在简谐运动中,观察弹簧振

子的振动实验,学生很难同时观察到回复力、加速

度、速度和位移4个物理量在4个运动过程及5个关

键时刻的大小和方向,这是教学的难点.而采用课件

模拟,调节放慢振动频率或者使其暂停,分析4个矢

量大小方向的变化,不但直观形象,同时避免了教师

用大量口舌进行描述;还有像光电效应实验中,金属

表面逸出电子的模拟;交流电的产生实验中,电动势

和电流随时间变化的模拟;楞次定律实验中,感应电

流的磁场与原磁场变化的动态模拟;两球碰撞时先

压缩,后恢复过程中两球速度、加速度的变化;电容

器充、放电的过程;光学中的光路、透镜成像规律;微

观结构展示,如α粒子散射,晶体结构等,都向学生

展示了形象的物理画面.另外对于分组实验,以往教

师需要先向学生介绍实验目的、原理、器材、步骤以

及注意事项,而学生往往被眼前各种仪器所吸引,注

意力难于集中听不进去教师的要求.若利用多媒体

手段将仪器的使用方法及要求动态地展示出来,既

可激发学生兴趣,又节省了课堂时间,提高了课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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