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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概念是初中物理教与学的重点,为了让学生真正理解、掌握物理概念,教师的教授过程应依次为

创设概念相关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通过一定的物理思维方法概括出概念相关物理事物的共同属性和本质特征并

用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概念内涵;运用层次递进的基础练习加强学生对概念的认识;最后让学生通过解决吻合概念

内容的实践问题深化其对概念的认识.一、二两个过程设计要紧贴概念相关物理事物的共同属性和本质特征,三、

四过程的问题设计应符合初中生的认知逻辑由浅入深逐步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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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物理教学实际分3大方面:物理概念教学、

物理规律教学、物理方法教学.其中物理方法教学隐

藏在概念教学和规律教学的过程中,物理规律的建

立又依赖于相关的物理概念.因此,初中物理概念的

教学是整个初中物理教学的枢纽、基石,做好初中物

理概念教学是非常必须的.

物理概念的定义是:物理概念是客观事物有关

物理的共同属性及本质特征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是客观事物的抽象.所以一个物理概念的形成有两

个环节:一是概括出客观事物的共同属性,二是抽象

出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引用物理概念是定性的描

述存在事物的物理特征,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

过思维加工,而形成的理性认识[1].

依据概念的这一形成逻辑和初中生的认知逻

辑,初中物理的概念新课教学应经历4个过程:

一是创设情境,让学生获得感知;

二是进行思维加工,使学生形成定义;

三是通过基础练习,让学生熟悉概念;

四是将概念与实际生活相联系起来,使学生能

够运用概念解决相关问题.

每一个教学过程又要根据所需要突出的要领,

不同教学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

1 创设情境 获得感知

在中学物理概念教学中,给学生创设情境的教

学方法很多,常用的有运用实验创设情境、利用学生

积累的生活经验带入情境和通过抓新旧知识的逻辑

关系展开情境.无论运用哪种方法,教师所创设的情

境都必须凸显出事物的“共同属性”和“基本特征”,

让学生能够清晰、迅速和直接地感知到事物的物理

“共同属性”和“本质特征”,帮助学生形成概念.

例如在进行压强的新课教学时,教师所创设的

情境应当充分凸显出压强大小所产生的效果是材料

压缩形变的大小、压强等于压力除以面积等于弹性

模量乘以相对压缩形变这一本质属性,压强大则压

缩形变大,当压强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材料就破坏

了.所以创设的情境应该让学生观察或感受物体在

压强作用下所产生的压缩形变大小或者压力变化对

物体的破坏程度.如教学中播放一段视频,沙滩上穿

平底鞋且体重较重的男士和穿高跟鞋但体重较轻的

女士散步后会留下深浅不一的脚印;让学生改变图

1中实验小桌在海绵上的安放形式;或在图1的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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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丙图中通过改变小桌上的砝码让学生观察海绵压

迫的深浅程度.教师通过这样一些简洁、直观的实验

现象来表现压强大小对材料压缩形变影响这一概念

本质特征学生理解起来就非常清晰.

图1 压强教学

2 思维加工 形成定义

教师向学生提供感性材料的同时还应让学生按

照一定的物理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概括

出物理事物的共同属性,抽象出物理事物的本质特

征,用精练的语言将物理概念的内涵表达出来,这一

思维加工环节是在初中物理概念教学中举足轻重但

又常被教师省略的.如在进行压强概念教学时教师

通过实验让学生得到了面积一定压力越大压强越

大,压力一定面积越小压强越大的感知后,许多教师

就直接给出了压强定义,而没有再对学生提出压力

与面积都不相同时该如何比较压强的大小.如果此

时教师让学生通过思考、寻找比较方法,学生就可自

行得出压强定义,这样学生就不是机械地接受知识,

而是从物理事物的本质特征上得出了压强的定义,

真正实现学生从感性的具体到思维的抽象的飞跃,

从而形成正确的概念.

教师对学生进行思维加工仍须围绕概括共同属

性、抽象出事物的物理本质特征展开,引导学生运用

比较、分析、概括、抽象、综合的思维方法形成概念.

如在进行电阻的概念教学中可引导学生整理、分析

实验数据得出感性认知.任一纯电阻导体加在它两

端的电压与通过它的电流值比是一个与U 和I都无

关的物理量R,再引导学生初步概括出每一个金属

导体本身都存在一个恒量R,且不同导体具有不同

的R 值这一导体的共同属性.这时教师可以启发学

生运用类比,联想同种物质的质量和体积的比是一

个恒量,不同的物质这个恒量也不尽相同,这个恒量

表示物体的一种本质特征 ——— 密度,再让学生悟出

导体这一不同恒量R也一定表征着导体的某种固有

本质特征.接着引导学生对几组实验数据进行比较,

分析并推理得出:在相同的电压下,恒量R值大则电

流小,恒量R值小则电流大,因此R的大小反映了导

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的大小,于是引出电阻的概念.

最后可让学生试用文字及数学式R=U
I

得出R 的正

确的表达.

初中物理教学多从实验入手,通过观察和感知

来总结知识,对理论逻辑的运用相对较少,但在高中

物理课程的学习中对学生理论逻辑思维有着较高的

要求,所以通过引导学生运用理论逻辑抽象出物理

事物的本质特征可为学生的高中学习做铺垫.如对

升华这一概念进行教学时,教师可先告知学生碘的

熔点是113℃,然后学生进行实验,将密闭容器中的

固态碘放在热水中,学生观察到固态碘变为了气态,

此时提问学生:固态碘是直接变为了气态还是中间

经过液化再变为气态,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引导

学生分析由于固态碘的溶化温度为113℃ 而热水温

度最高不过100℃,最终得出固态的碘是直接变为

了气态,所以这一过程就叫做升华.

3 基础练习 熟悉概念

初步形成概念后学生对概念的认识仍然是肤

浅、片面的,要加深学生对概念的认识就需要进行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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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概念全部含义的基础性练习.练习要囊括概念的

全部含义,多一些巩固解释现象的练习、少一些复杂

问题训练.提出的问题可定性多一些,定量计算少一

些,问题设计层次依次递进,难度逐步加深,不急于

拓展、提高.如在给出压强的概念后进行这样一个基

础练习,在图2中一张报纸平放在桌面上对桌面的

压强为0.5Pa,若是将报纸对折,则对折后的报纸对

桌面的压强是多少Pa? 将报纸撕去一半后对桌面

的压强又是多少Pa? 练习紧贴压强是作用于单位

面积上的压力这一含义,先改变影响压强中的一个

因素(面积),提问学生压强如何改变,再使压力和面

积都改变再次提问学生压强的变化,问题由简入深,

层次递进,让学生在问题难度的递进中逐步加深对

概念的认识.

图2 实验练习

4 联系实际 解决问题

学生认识概念后要让他们将抽象的概念“返回”

到具体的物理现实中去,运用概念联系实际解决具

体问题,从而深化、活化概念,将知识转化为能力.通

过解决相关实际问题激起他们进一步学习的兴趣和

主动性.在这个过程中,问题的设计需要教师具有丰

富的生活经验,创设的实践情况要吻合概念内容,注

重学生的体验过程的同时,避免实践问题的过度开

放和综合.学生初步形成某个物理概念时,认识仍然

是肤浅的、片面的,如果立即向学生提出比较开放的

实际问题,学生必然会被过度开放的问题表象所迷

惑,不能把所学知识与实际问题本质联系起来,既不

能运用知识认识实际问题本质,又不能加深对知识

概念的理解[2].如进行压强概念教学后让学生设计

用卷纸筒支撑起一个人的重量.问题意在让学生通

过增加接触面积减小压强来解决问题,但问题过于

开放学生可选择的改变因素过多,如此问题就没有

达到深化、活化概念的目的.如果将问题做一些限

制,给一定量的卷纸筒和指定体重的人让学生设计

卷纸筒的排列和人与卷纸筒的接触方式并做相关的

估算说明,这样即可较好地达到让学生通过体验解

决实际问题活化、深化概念的目的.

人对认识事物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初级本

质到较为深刻本质逐渐深化的过程,因而概念新课

教学需依次经历创设情境、思维加工、基础练习、联

系实际4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情境和问题的创设

都要凸显、围绕与概念相关物理事物的共同属性和

本质特征,不能过于复杂、深刻、综合,要符合初中阶

段学生的认知逻辑,由浅入深,逐步加强,如此学生

才能真正地理解、掌握所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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