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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和物理学科的实际特点,文中从农村初中物理教学活动的实际情况出发,

就农村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进行了探索,希望对农村初中物理实验教学起到积极作用,从

而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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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科的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物理教育

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

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学生通过物理学习而

内化的带有物理学科特性的品质,是学生核心素养

的关键成分.而农村初中学生占全国初中学生的大

多数,重视并落实农村初中物理实验教学是全面培

养农村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

1 农村初中物理教学现状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

最大阻力

  近年来政府对农村初中学校的不断加大投入,

一方面使得农村初中学校物理实验仪器设备得到更

新与补充,而且还建立了标准的物理实验室;另一方

面,农村初中专业物理教师队伍不断充实优化,而且

参加了“国培”“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等一系

列培训,使农村中学的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仪器设

备的添置都有较大的改观,但这些仍难改农村初中

物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学生方面

农村大部分学生家长外出打工,有一部分学生

随家长到外地就读,农村留下来的家长们,要么是爷

爷奶奶 “照看”孩子,要么是由于经济和观念的原

因,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关注度不高,管理不到位,使

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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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学生的基础知

F′=F手 +G弹簧

因为

G弹簧 =G壳 +G杆+簧

所以

F=F′
即此两种倒置使用方式是一样的.水平使用弹簧测

力计时,受力分析图已在图6给出,校零后直接使用

即可.
综上所述,弹簧测力计正立、水平和倒置3种不

同使用方式校零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弹簧测力

计的原理是一样的,读数也都是表示使用前和使用

后秤钩处受力的差值,倒置校零时互拉“校零”法比

较准确.弹簧测力计是中学实验中常用的较为简单

的实验仪器,但是使用前仍要认真分析仪器的结构

和原理,了解仪器的性能,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这

是保证实验成功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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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薄弱,学习成绩不理想,甚至出现厌学的现象.

1.2 学校和教师方面

虽然近年来政府对农村初中学校的不断投入使

物理实验室等硬件条件大为改善,超过了县级初中

学校,甚至有的超过了市级初中学校.但是,一方面,

学校由于长期受“考试”思想包袱的束缚,不重视年

轻教师的培养,不重视学科专业建设,使得部分刚上

岗的专业物理教师由于没有教学经验而被充实到办

公室等部门做行政后勤工作,这样不利于教师的专

业成长,不利于学校学科观念的更新与建设,不利于

农村学生对物理学新发展的了解和核心素养的培

养.另一方面,农村初中的物理教师受地域等条件的

影响,学校间教师的教学交流几乎停滞,教学相对缺

乏艺术性,主动探求与改革教法的积极性不高,实验

室的使用率不高,实验室几乎成为应付上级检查的

摆设,学生感兴趣的实验教学变成“黑板实验”.

2 物理实验教学是培养农村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

途径

  物理实验教学既是课程目标,又是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是全面落实课程标准,培养学生学科核心

素养的重要途径.同时《初中物理课程标准》提出,

实验教学具有多维的课程目标,除了学习知识,训练

技能之外,物理实验还应在发展实验能力,提高学科

核心素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1 教师演示实验

做演示实验时,实验的操作者是教师,学生的主

要任务是观察和思考,因此,教师应引导学生观察实

验现象,启发学生对实验现象所说明的问题进行积

极的思考和交流.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物理概念和

规律,帮助学生建构良好的物理知识体系,培养学生

分析观察能力、动手实践能力以及思辨能力等.

在实际课堂教学实践中,针对农村初中学生基

础薄弱,学习物理从喜欢 ——— 不喜欢 ——— 厌恶的

过程,可以通过夸大、改进与创新、多次演示的方式

进行演示实验教学,例如,学生学习到“大气压强”

时,由于气体看不见,摸不着,气体的压强也容易被

人们忽视.因此,结合课本上的演示实验进行夸大与

改进,将一些热水灌入大塑料可乐瓶中,然后再将热

水倒掉,同时立即拧上瓶盖,在大气压力的影响作用

下,塑料瓶很快“砰”的一声被压瘪了.这样的实验

既有声音的传递,又有形体的变化,效果非常好.在

进行物理演示实验时,应该创设真实的生活情境,通

过引入生活实例或进行小实验等设计认知冲突,使

学生带着疑问,充满好奇的、身临其境的观察演示实

验;例如,学习“大气压强”时,在一个大玻璃杯中装

满水,在上面盖上玻璃板,然后置于学生的头顶,学

生睁大眼睛看着玻璃杯,然后把琉璃杯倒过来,在学

生的惊叫声中证明了大气压强的存在,学生初步建

立了大气压强的概念.在学生注意力被完全吸引,兴

趣被激发的情况下转入新课教学,教师再把吸盘压

到光滑的墙面上,让学生来拉,但学生费很大的劲儿

才能拉下吸盘,使学生既惊奇又确信“大气压存在而

且很大”的事实,然后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完成课本

上的其他几个学生实验.

再比如,学生学习“光的直线传播”时,对实验

进行改进,用点燃的蚊香和一个掉底的大塑料瓶(最

好是蓝色),制成烟雾室,再用学生激光笔发出激光

照射,可以看到一条笔直的光路;也可以在薄塑料容

器中装入一些水,再用学生激光笔发出激光照射,就

看到如图1所示的演示效果.

图1 光的直线传播实验

2.2 学生探究实验

农村初中学生虽然好动,但在物理探究实验活

动中就显得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因此,应培养学生

通过设计实验,收集和分析实验数据等日常活动来

提高实验能力,让学生在实验中认识尊重客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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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从而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实验的

相互配合中发挥合作精神,在认真收集处理实验信

息中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等.例如,在

“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教学中,将全班学生

分成小组(8组),每个小组(4人)根据实验需要自选

实验器材,其中有凸透镜(焦距为15cm),高为3

cm、形状为箭头的发光体,刻度尺(长1m)1把.全

班同学共同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物距从6cm开

始,每增加3cm取一组实验数据,直到39cm,共12

种不同物距的数据,数据记录如表1所示.

表1 探究凸透镜成像实验数据记录

物距u/cm 实像的像距v/cm
像的性质

正倒 大小 虚实

6

9

12

…

  实验规定每个小组只测量3组数据,不同小组

测量不同的物距,使得每组物距的数据都有两个小

组测量,在实验中学生如果反复观测都得不到发光

体的像,则提示学生上节课学习的放大镜的“像”的

特点,出现无法测量到的数据,可以暂时空着,看看

能否从已测量到的数据中得到一些启发.这样,除了

物距为15cm,18cm等个别小组的测量遇到一些困

难外,其他小组很快完成了实验数据的收集工作.表

格中所有数据对各小组来说都是共享的,要求学生

从这些数据中总结出凸透镜成像的规律,这是本次

实验活动的重点.发现实验规律,需要对实验数据进

行比较,实验过程中提示学生观察表格中的虚实、正

倒、大小、像距4组数据,然后分析归纳总结规律,小

组间进行讨论与交流并完成(新课标人教实验版八

年级物理上册)98页的表格.

这是《初中物理课程标准》中规定的学生必做

实验之一,在探究活动中,侧重培养发展农村初中学

生“进行实验与收集数据”和“分析与论证”的科学

探究能力与意识.让学生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收集实

验数据,并对其进行比较和分析,最后据此总结出科

学规律.本次实验活动不仅让学生获得一次合作探

究的体验,同时也节约了时间,优化了课堂实验教

学.把收集实验数据和分析实验数据作为两个清晰

的不同过程,有利于加深科学探究的理解,它使农村

初中学生具体感受到什么是证据,什么是结论,体验

到科学的结论来自于对证据的收集和分析.

农村初中学校是寄宿制中学,都有上晚自习的

习惯,因此,他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可以组织学生

完成新教材中列出的许多小实验和“想想议议”,例

如,小实验“你能制霜吗”“煮小鱼”“纸盒烧开水”等

许多生动有趣的实验.再比如,让学生收集日常生活

中使用过的火柴盒、纸筒、易拉罐、塑料瓶、方块玻璃

等,这些既是物理实验室实验器材的有效补充,又可

以开展制作竞赛(制作万花筒、潜望镜、照相机、土电

话),组建兴趣小组等,由于活动以合作交流为主,又

接近农村真实生活,既有趣味性又有实用性,大大调

动了他们完成活动的兴趣,培养了他们的科学思维

和创新意识.

总之,在当前新课程改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如

何让物理实验教学有效促进农村初中学生物理学科

核心素养的发展,是从事农村初中物理教学工作的

教师需要深思、探索和实践的问题.在物理教学实践

中,教师若能将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放在首位,将为

农村学生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做好准备,使学生养成

终身发展所需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这是我们广

大教育工作者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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