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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实验教学不容忽视.通过对比初中《九年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物

理课程标准》,以及研究现行初高中物理教材中实验教学内容及要求.我们发现,初高中物理实验的教学内容既有

延续性,又有一定的跳跃性.从初中的观察演示实验,到高中的验证探究型实验,实验方法设计的教学显得越来越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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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对物理实验的要求

《九年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指出“实验教学

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物理课程目标,

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1] 要求物理

教学中要发挥实验在物理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进行

学生实验时,应让学生在理解实验方案的前提下,自
己选择实验器材,组合实验装置,自主进行实验.避
免把实验步骤一条条地罗列给学生,并代替学生绘

制各种表格,让学生“按方抓药”不求甚解地在表格

中填入数据,这种菜单式的实验操作模式固然容易

得出预期的实验结果,但不利于学生实验探究能力

的培养.同时,给出了20个学生必做的实验项目,涵
盖力、热、光、电等物理基础实验内容.

2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对物理实验的要求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三维目标均对物理

实验有所强调,并指出“高中物理实验的目的是使学

生较为深入地学习物理实验的有关理论、方法和技

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验素养,激发学生实验探究

的兴趣;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实事求是、

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养成交流与合作的良好习惯;

发展学生的实践能力.”[2]可见,高中物理实验要突

出物理学科特点,发挥实验在物理教学中的重要作

用,物理实验是高中物理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在必修

和选修模块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物理实验的

进一步要求.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应该重视学生对物

理实验的理解.在观察演示实验时,不仅要学生关注

所观察的现象,同时要让学生理解该物理现象是用

来说明什么问题和怎样说明问题的.应该尽量让学

生了解实验装置的工作原理.在进行学生实验时,应
该让学生在明确实验目的、理解实验原理的前提下

独立操作实验.重视学生实验技能的提高,使学生能

正确使用高中物理实验项目中的仪器和工具,获得

较准确的实验信息,但要避免进行刻板的技能训练.
实验是了解、研究自然规律的重要方法,它的作用不

只是为了获取信息.应该让学生认识到实验操作是

在相关原理的指引下进行的,学会把实验获得的信

息演绎、归纳成结论,只动脑不动手和只动手不动脑

都是不正确的.

3 初高中物理实验要求的异同

初高中物理课程标准都对学生的独立实验能力

要求较高,强调让学生独立自主的进行物理实验,教
师要避免在学生实验中对学生进行不必要的干预,

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目的.因此,教师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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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要重视学生独立意识的培养,避免在物理实验

中罗列步骤,学生填表式的进行实验等情况.同时,

教师要引导学生去思考实验背后的物理规律,找到

问题的本质,掌握分析处理问题的方法,养成良好的

实验习惯.
初高中物理实验部分最大的不同在于,高中物

理较多地增加了探究型实验,这对于进一步提升全

体学生的科学素养非常重要。在探究型实验中,学
生将会学习到更多处理问题的科学方法和技能,逐
步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素养,同时也养成良好

的探索习惯,学会通过探究获取新的知识,形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开发创新思维能力.
4 高中物理实验的特点及其与初中物理实验的对

接教学

《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更强调学生对于物

理实验的理解应用能力,要能够理解物理现象与问

题的解决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停留于对某个实验

现象的观察与总结.学生要更加重视实验的原理和

方法的分析,以及结论的得出方法,等等.
首先,以人教版高中物理实验“探究小车速度随

时间变化的规律”[3]和初中物理实验“科学探究:速
度的变化”[4]为例,探讨如何更好地进行初高中物

理实验的对接.
初中物理中对于速度的变化的探究过程如下:
(1)提出问题.如何确定一个物体运动的速度

有没有变化.
(2)设计实验.若测出物体在运动过程中有两

段时间的速度值不一样,那就可以证明这个物体在

运动过程中速度变化了.
(3)进行试验.测量路程和时间,填入表格.
(4)得出结论.
高中物理实验“探究小车速度随时间变化的规

律”是在实验“用打点计时器测速度”之后,所以教

材中首先提出实验的方案:用打点计时器研究小车

在重物牵引下的运动.其过程如下:
(1)进行实验.重物牵引小车,小车带动纸带,

通过打点计时器记录小车运动的相关信息.
(2)数据处理.选择合适的纸带,使用合适的时

间间隔对纸带进行计数,得出各计数点的速度,填
表.

(3)作出vt图像.描述小车速度随时间变化的

规律.
由此可以看出,高中物理注重获取数据的准确

性和合理性,以及实验数据处理的科学性.同时,高
中物理实验中所体现的处理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也

更具有普遍性.例如,本实验中,高中物理在实验器

材上选择了精确度较高的打点计时器作为计时工

具;数据处理上也有了更多的误差减小的办法,在计

算瞬时速度的时候采取了选取计数点的方法,减小

了测量时的相对误差;同时在最后的数据分析上,采
用了图像法这一物理学实验中常用的数据分析方

法,使实验结论的得出更加准确合理.
下面再以力的合成为例对比初高中物理实验的

异同,从中进一步体会初高中物理实验的特点,力求

能更准确地把握教学中的切合点.
初中物理实验“探究同一直线上二力的合成”

对于同一直线上的力的合成给出了详细的实验过程

和实验指导,并为学生绘制了完整的数据表格,学生

只需按照课本所给过程和操作方法认真完成实验步

骤,并将所需数据填入绘制好的表格即可完成实验.
高中物理实验“探究求合力的方法”只是简单

给出了实验的整体规划并给予简单提示,对于试验

中的一些具体的实施方法以及操作方式并未详细给

出,而是留给了学生去独立思考,自行确定实验操作

方案.本实验通过探究互成角度的两个力的合成方

法,最后让学生总结出了求合力的具体方法,尝试了

矢量运算的相关技能.
可以看出,高中物理实验的探究性要高于初中

物理实验的探究性,实验中均涉及到力的合成方法

的总结,不同的是,初中物理只是对同一直线上的力

的合成给出了计算方法,高中物理则是通过更为一

般性的探究,得出了力的合成的方法 ——— 平行四边

形定则,也即是矢量运算法则.通过学习,让学生能

够学习到更为普适的知识,才能更好地为他们今后

的学习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也是完全符合课

程标准的,同时也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

5 高中物理实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高中物理实验对初中物理实验有延续,但更多

的是提升,不仅仅是实验过程复杂程度的变化,而是

通过实验教授学生去思考问题,找寻解决问题的更

为合理的方式和方法.教会学生利用实验中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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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在后续知识的学习以及生活中的应用.在进

行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的时候,教师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
(1)引导学生进行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实验原理的分析.原理清楚,才能设计出合

理的实验方案,原理分析要从已有的物理规律、定律

等出发,弄清楚实验中要测量的物理量以及如何通

过测量的物理量得出相关数据.
2)实验操作过程的设计.正确无误地操作可

以减小实验误差,避免实验中的错误操作.实验操作

也就是实验的实施过程,决定着实验的成败.
3)实验数据分析的设计.数据分析决定了实

验结论得出的准确性,引导学生进行准确的数据分

析至关重要.
(2)引导学生选择合理的实验器材

只有合理的实验器材才能保证实验操作的简单

高效、数据获取的准确便捷.同时,实验器材的选择

必须遵循实验的“安全、准确、易操作”等原则,器材

的选择也要与实验原理、实验设计等相配合.
(3)引导学生思考和总结实验

实验结束并不意味着思考的结束,相反,它是思

考更深层次问题的开始.教师应当适时地引导学生

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思考实验设计.主要引导学生思考实验是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研究物理问题的,实验中有没

有比较科学的方法可以借鉴,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设

计,有没有更好的实验方案和方法来实现本实验,启
发学生关于实验原理的创新思考.

2)思考实验过程.引导学生思考实验过程中

的操作注意事项,为什么要注意这些,对于实验有什

么样的效果,能不能使用其他的操作方法,提高学生

的操作创新能力.
3)思考实验结论.思考实验结论是否正确,是

否合理,实验结论能说明什么样的问题,能不能推广

到其他情况,以及推广条件和范围等,提高学生的应

用创新能力.
4)思考实验所反映的物理现象和规律.本实

验通过什么物理现象反映了什么样的物理规律,是
否能够严格验证该规律.更深层次的思考是,如何设

计一个实验去验证其他物理规律,等等.提高学生处

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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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ExperimentalPartLinksBetween
SeniorPhysicsandJuniorPhysic

LiuLijun TianZhanyong WangBing YouJiajia SunJian YinGuosheng
(PhysicsandElectronicCollege,HenanUniversity,Kaifeng,Henan 475004)

Abstract:Experimentalpartcannotbeignoredinmiddleschoolphysicsteaching.Inthisarticalewehave

comparedthestandardofphysicscoursesinthenine-yearcompulsoryeducation,thefull-timegeneralSenior

HighSchoolPhysicsCurriculumStandardandmiddleschoolphysicsteachingmaterialsinusenow.Wefoundthat

therearesomethingincommonanddifferenceinthispartbetweenjuniorphysicsandseniorphysics.Thebiggest

differentisthatanalyticalandproblem-solvingabilitiesismuchvaluedinseniorphysicsratherthanobserving

andthinkingablitityinjuniorphysics.So,inthissituation,weshouldpay moreattentiontothedesignof

experimentalmethodinseniorphysics.

Keywords:juniorphysics;seniorphysics;experiment;researchinteaching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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