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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认知科学的原理及自身的教学体会,就如何在物理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论述了5个

途径:让物理实验引人入胜;组织好物理学史的故事性与未知性;让物理与学生生活紧密相连;用幽默生动的语言营

造欢乐的课堂氛围;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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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趣是产生注意的基础,是求知的动力.爱因

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昆虫学家法布尔也

说:“兴趣能把精力集中到一点,其力量好比炸药,可

以把障碍物炸得干干净净”,可见兴趣力量之巨大.

学生如果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获得了强大

的学习动力,能够充分发挥出他们的智力潜能,他

们的思维就会处于最活跃的状态,从而达到高效地

学习.因此,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浓厚兴趣是提高教

学质量和效率的重要路径,教师在设计和实施课堂

教学的时候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本文就如何在物理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谈谈自己的几点经验.

1 让物理实验引人入胜

好奇心与求知欲是产生学习兴趣的根本.人的

好奇心和求知欲是与生俱来的,高中学生好奇心与

求知欲处于比较强的阶段,教师的任务是激发.激发

的关键在于输出的新信息强烈地刺激已有的认知结

构,即在课堂中输出的信息出乎学生的意料.做好物

理实验可以很好地达到这个效果.

物理实验是物理学的基础,也是物理教学的内

容,它可以把物理概念和规律精彩、生动地在学生面

前展示出来,吸引学生去学习,去探究.

例如,在讲授“机械能守恒定律”时,可先给学

生做“铁球碰鼻”实验:如图1所示,从教室天花板悬

挂下一个铁球,请一个学生上来,将铁球拉开平衡位

置一个较大的角度使之贴近鼻尖,叫学生站着不动,

然后放手,当铁球摆过去,摆回来将要碰到学生的鼻

子时候,学生会本能后退;然后教师来做这个实验,

当铁球摆过去摆回来,将要“碰”到教师的鼻子时

候,教师巍然不动(上课之前需要训练过,否则会本

能后退),在全班学生为教师安危担心而尖叫起来刹

那,只见铁球在没达到教师鼻子的位置摆回去了.

图1 “铁球碰鼻”实验

这个实验,把机械能守恒定律如此引人入胜地

在学生面前展示了出来.此时,教师顺势提出问题:

铁球不会碰到鼻子,这个现象一定蕴含着规律性,大

家能把这个规律找出来吗?

学生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被这个实验激发的喷薄

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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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物理实验做得惊险刺激是让物理实验引人入

胜的途径之一.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把瞬间的物理过

程慢放出来,让学生清晰地看清转瞬即逝的物理现

象是让物理实验引人入胜的另一途径.

例如,证明平抛运动由水平方向做匀速直线运

动和竖直方向做自由落体运动合成的实验,在课堂

上做了实验后,可再在多媒体上一帧一帧播放课前

拍摄后的视频,如图2所示.

图2 多媒体上播放视频

在笔者的经验中,每一次播放这个视频全班同

学都会聚精会神地看,屏幕上一帧帧地展示出做平

抛运动的小球与自由落体的小球总是在同一高度

上,而与以相同速度做匀速直线运动的小球的水平

坐标相同,当最终3球同时相碰时,全班同学情不自

禁地迸出欢呼声.说明这个慢放的视频,不但把物理

规律明显地展示出来,而且深深地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

2 组织好物理学史的故事性与未知性

物理学家探究物理规律的过程一般不是一帆风

顺,常常是蜿蜒起伏,生动曲折,充满故事性.生动的

故事是激发兴趣的很好方式,而未知是学生探究的

源泉,故事性与未知性是激发兴趣的非常重要的元

素.因此,在教学中充分利用物理学史料,把物理学

家探究物理规律的感人情节采用合适的方式在课堂

中呈现出来,并把物理学探究未知的关键突出来,将

能激发学生学习思考物理.

例如,在讲授“电流的磁现象”的时候,先介绍

“1731年,一名英国商人发现,雷电过后,他的一箱

刀叉竟然有了磁性,1751年,富兰克林发现莱顿瓶

放电能使缝衣针磁化.”(人教社,高中物理教材选修

3 1第80页).

接着教师问:这两个现象说明了电现象里有磁

现象,但雷电现象是不可控的,当时的科学家如何在

实验室中证明电现象中有磁现象呢?

学生:在实验中观察到电流对磁体有作用,或磁

体对电流有作用.

教师:对,这正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物理学家在

实验室做的探究工作.下面我们来重复一下当时物

理学家的在实验室中做的实验.

教师在讲台上,架好直导线,接好电路,问:小磁

针应摆在什么地方呢?

让学生上讲台来摆小磁针.一般地,如果学生课

前没有进行预习,不会摆到通电导线的下面,从而显

示不出电流对小磁针的作用.在欢笑中,引起全班学

生对这个问题深入思考.

在学生静思片刻后,教师说:大家面临的困境,

也是当时科学家面临的困境.因当时人们见到的力

都是纵向的沿着物体连线方向,受这个观念的局限,

人们总是把磁针放在导线的延长线上,如图3所示,

从而使探究这个问题没有成功.直到1820年4月,

在一次讲课中,奥斯特偶然地把通电导线沿南北方

向放置在一个带玻璃罩的指南针上方,通电时磁针

转动了.

图3 奥斯特实验

以上述的方式介绍了这段物理学史后做奥斯特

的电流磁效应实验,与直接做这个实验相比,效果是

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激发学生学习物理兴趣方面.

如果教师做完实验再点一句:“可见,很多时候,

认知新事物,解决新问题需要解放思想,科学(社会

的自然的)发展需解放思想.”这样,对学生的影响

就不仅是增加兴趣了.

再例如,在上“探究电磁感应的产生条件”这一

节课时,先给学生介绍一下法拉第做过的、没有成功

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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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法拉第做过的、未成功的实验

如图4所示,图4(a),将强磁极附近的导线接入

电流计;图4(b),两根导线平行放置,先把其中的一

根导线接到电池的两端通电,再把另一根与电流计

相连;图4(c),将空心螺线管接到电池的两极,把一

直导线引进螺线管,直导线两端与电流计相连 ;图

4(d),将图4(c)中的直导线与电池两极相连,螺线

管与电流计连接;图4(e),把两根导线互相缠绕着,

先把其中的一根两头接到电池上通电,把另一根的

两头接到电流计上.然后提出问题:上述5个实验

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再让学生做教材要求的实

验,归纳感应电流产生的条件.
介绍这段物理学史,不仅让学生对产生感应电

流的条件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而且会因了解科

学家探究科学规律的原始实验,而对学习物理倍感

兴趣.

3 让物理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连

熟悉就会感到亲切,人们感知到熟悉的事物中

有未知就会激发出强烈的学习探究愿望.简而言之,

“熟悉加未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个十分有效

的手段.
高中物理知识大多与学生生活有紧密联系,有

的物理概念规律本身就是从日常生活抽象概括出来

的.如果教师在教学中选用教学素材的时候,多多考

虑从学生日常生活中选取那些他们知其然,但不知

其所以然,且适合在课堂上展开的教学素材,一定能

增加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例如,在讲授“光的衍射”一节时,如果是晴天

可让同学在课间到外面观察一下,太阳光下人的影

子边界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 然后,上课铃声一响

教师就提出问题:太阳光下人的影子的边界为什么

是模糊的?

对同学来说,太阳光下的影子很熟悉,但绝大多

数同学并没有仔细观察过其边界是清晰还是模糊

的,在回到教室的途中就对这个现象议论纷纷了,教

师顺势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

探究这个现象的兴趣被强烈地激发出来了.
再例如,推导出动量定理后,教师可对学生说:

“这个物理学原理,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应用,如人

从高处往低处跳,身体要做下蹲的动作,就是服从这

个物理学原理的,你能解释一下吗? ”学生均跃跃

欲试.
学生解释后,再让学生举几个类似的例子.
这样设计,可以让学生感到物理就在身边,亲切

有趣.而且还能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4 用幽默生动的语言营造欢乐的课堂氛围

前苏联教育家维特洛夫认为“教育最主要的,也

是第一的助手,就是幽默.”教师语言风趣幽默,可

以营造欢乐的课堂氛围,让学生在欢乐中学习思考.
学生的学习过程充满乐趣,自然而然就对物理学习

有兴趣了.有时候幽默的语言还会是充满智慧,让人

开窍.
例如,在“楞次定律”这一节课中,教师归纳“阻

碍”的特点时,指着如图5说:“你(磁铁)靠近我(线

圈),我排斥你;你离开我,我吸引你.真是‘相见时

难,别亦难’啊.”

全班同学笑了.

图5 楞次定律实验演示

学生在笑声中对楞次定律理解更加深刻了,也

给物理学习增加了趣味性.
下面是笔者教“力的分解”这一节的一个课堂

片段实录:

教师:请大家伸出手臂,捋上袖子作个斜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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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臂上放上课本,用你的皮肤作测力计(笑声),测测

课本的受竖直向下的重力的作用效果.
学生做了后,笔者问:大家的手臂有什么感觉?

有个学生大声地说了一声:好冷啊.(笑声)

教师:你的皮肤好特别啊(笑声),20多度的天

气里会感到冷.不过,也怪我没说明白,我问的是,你

的皮肤对课本有什么感觉.
学生:课本垂直压着皮肤,向下拉着皮肤.
教师:可见,放在斜面上物体的重力可用沿斜面

向下的分力F1 和垂直斜面向下分力F2,这两个分

力等效代替,如果物体的重力为G,斜面倾角为θ,请

大家写出F1,F2 的表达式.
学生写出表达式F1=Gsinθ,F2=Gcosθ.
教师: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要求出斜面对

课本的摩擦力,需不需要知道斜面与课之间的动摩

擦因数?

学生:不需要.
教师:怎么不需要呢,求摩擦力唉!

大部分学生:又不是求滑动摩擦力!

教师:唉,我失败啊(笑声),想骗你们用 F=

μFN 求静摩擦力,没有成功.你们强!

笔者认为,如果每堂物理课,都让学生在这样欢

乐的氛围中学习物理,学生对物理学习不感兴趣都

难.

5 让学生体验到学习成功的乐趣

成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愿望,且成功能够增

强学生的自信心,会激励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

入到物理学习中去,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对学

生学习来说一般不成立,成功才是成功之母.大量的

资料和调查显示,对学习物理感到困难的学生都经

历了学习反复失败的过程,从而导致他们丧失了学

习物理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形成了消极的自我概念

和失败者心态,对物理学习毫无兴趣.
因此,让学生体验到学习成功的乐趣,是激发和

保持学生学习物理兴趣最重要的一点.
在课堂上让学生体验到学习成功的乐趣,至少

要让学生能进入教师组织的思考,能理解教师的讲

解与剖析,能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能产生自己的想

法和提出问题等.对教师来说,做到这个“至少”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需教师充分掌握教学要求和自己

所教的学生水平,在此基础上,设计出让学生“跳一

跳,够得着”的教学方案.
教师在课堂上及时且恰如其分的赞扬,可以放

大学生的成功感.“及时且恰如其分”很重要,在课

堂上,学生回答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来句“你太

棒了! ”的赞美,无法放大学生的成功感;而赞扬的

不及时,放大学生成功感的力量就减弱很多.
下述是笔者在一次分析选修3 1“带电粒子在

电场中的运动”中的例题2时对学生的一个表扬.
【例题】如图6,两个相同极板YY′的长度L=60

cm,相距d=2.0cm,极板间的电压U=200V,一个

电子沿平行于板面的方向射入电场中,射入时的速

度v0=3.0×107cm/s.把两板间的电场看作匀强电

场,求电子射出时沿垂直于板面方向偏转的距离y
和偏转的角度θ.

图6 电子在匀强电场中的运动

分析了电子在电场中运动和受力情况后,笔者

总结说:根据运动和力的关系,电子在电场中做类平

抛运动,离开电场做匀速直线运动.
一位学生提出质疑:电子一定受重力,在电场中

它的重力与电场力相比可忽略,但出电场,只受重

力,怎么可以忽略呢? 电子重力不能忽略,怎么会匀

速直线运动呢?

笔者说:好问题.你的思维好严密啊! 这道题教

了许多届,你是第一个对电子出电场做匀速直线运

动提出质疑的同学.我们就先来讨论一下他提出的

问题.
这里的“好问题”、“思维好严密啊”、“第一个

……”,及接着讨论的安排,都是对提出质疑的同学

给出了及时且恰如其分的赞扬.特别是“第一个

……”这一点,会在这位同学的心中充满自信,激起

勇往直前的动力,也许会影响到他的未来.这,就是

对学生成功感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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