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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二课堂是课堂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而第二课堂教学资源的选择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好坏.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延伸课堂内容、读懂学生兴趣、激发学生动手和联系生活实际4个方面来开展初中物理

第二课堂教学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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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研究背景

1.1 初中物理核心素养

由于当前课程实施中学科的相对独立性,核心

素养的研究必然要深入到具体学科层面.只有基于

学科的具体教学内容,从学科自身的特点以及相应

学段学生的年龄特点出发,构建本学科的核心素养

具体框架,并基于此框架对学科关键能力的具体表

现类型和水平作出合理的、结构化的分解与把握,才

能在教学中最终真正落实核心素养的培养,才能对

学科的教学变革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初中物理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力结构框架,如图

1所示.初中物理应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包含概括

理解、实验探究、实践应用和求实创新4个方面.其

中,实验探究指学生在观察、实验和科学探究过程

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包括“问题与猜想”“设计与操

作”和“证据与论证”等能力;实践应用指在应用物

理知识解释自然现象和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表现出

来的能力,包括“分析与解释”“思想与方法”和“反

思与评价”等能力.

图1 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力的内容结构

1.2 初中物理第二课堂

初中物理第二课堂是相对于课堂教学而言的,

它们有共同的特点,但也有明显的不同.首先,在目

标要求上,物理课堂教学更注重知识的传授和技能

的训练,而物理第二课堂更注重学生学习兴趣、探究

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等综合能力培养;其次,

在内容选择上,物理第二课堂不受课程标准的限制,

内容更加丰富;再次,在形式上,物理第二课堂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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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灵活,不受时间、地点和空间的限制.因此,初中物

理第二课堂是物理课堂教学很好的补充,但在内容

的选择和课堂组织形式上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出从延伸课堂内容、读懂

学生兴趣、激发学生动手和联系生活实际4个角度

来开发和积累第二课堂教学资源,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2 拓展课堂外延空间 开发教学资源

第二课堂是相对于课堂教学之外围绕苏科版教

材开展的学习与实践活动.因此,第二课堂应配合并

服务于课堂教学.
【案例1】“砖块”摆放

器材:5个相同的军棋棋子,其长、宽、高的比是

4∶2∶1.请按要求进行摆放,并写出每次压强大小

的表达式(每个军旗棋子的重力为G,长、宽、高的大

小用4,2,1来表示).
【活动片段】
(1)将它们按一定的方式摆放成一堆,使其对

桌面的压强最小.(5个都要用上)
(2)将它们按一定的方式摆放成一堆,使其对

桌面的压强最大.(5个都要用上)
(3)将它们按一定的方式摆放成两堆,使每堆

对桌面的压强相等.(5个都要用上)
(4)将它们按一定的方式摆放成两堆,使两堆

对桌面的压强比为1∶3.(5个都要用上)
(5)将它们按一定的方式摆放,使其中某两处

的压强比最大.这次,不一定是对桌面的压强哦!
“砖块”摆放活动情景如图2所示.

图2  “砖块”摆放

点评:如图2所示,在固体压强的学习过程中,
学生对压力大小和受力面积大小判断常出现错误,
案例中,让学生带着任务进行活动,不断思考如何设

计压力大小和受力面积才能使它们的比值达到要

求,从而顺利突破教学重点,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案例2】探究液体的沸腾

器材:铁架台,石棉网,烧杯,塑料盖,试管,酒精

灯,试管夹,水和酒精.
【活动片段】
(1)在烧杯和试管中都装有适量的水,用酒精

灯给烧杯加热,烧杯中的水会不会沸腾? 试管中的

水会不会沸腾? 提醒学生注意:用木夹固定试管,试
管不能接触烧杯底,用酒精灯外焰加热.

(2)将试管中水倒入烧杯,在试管中倒入适量

的酒精,液面略高于烧杯中水面,用酒精灯给烧杯加

热,观察到的现象是什么? 提醒学生注意:酒精易

燃,不要撒到桌上,也不要接近火源.
探究液体的沸腾活动情景如图3所示.

图3 探究液体的沸腾

点评:如图3所示,用液体沸腾条件来解释生活

中的现象一直是教学中的难点,也是常见考点.在第

二课堂中,学生自己动手操作,并尝试解释实验现

象,从而强化对这一难点的理解.还有在学习了乐音

的特征时,设计了与频率对话和可变音调哨子活动,

加强学生对频率相关知识以及音调与频率这一重点

内容的理解;学习汽化和液化时,设计了水浴法研究

沸腾的活动,强化学生对沸腾条件的理解.
在学习光的直线传播时,让学生用手中的器材

测量旗杆的高度,培养学生利用物理知识解决生活

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学习简单机械时,让学生利用杠

杆、轮轴、滑轮等设计简单机械组合模型,培养学生

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电学学习中,让学生设计多种

模拟调光灯,利于学生对滑动变阻器和欧姆定律相

关知识的理解;针对光学和力学作图难点,组织学生

进行作图竞赛活动,不仅锻炼了大家的作图技能,还
能培养其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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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读懂学生学习兴趣 开发教学资源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动力和

学习效率的有效途径.因此,教师在第二课堂教学资

源开发中,教师应该研究这个年龄段学生的兴趣,应
重视兴趣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案例3】笨笨历险记

笨笨脱离了探险队,怎样逃生是个最最重要的

问题,他的背包里有些食物、水、绳子和小刀.请你帮

助笨笨解决逃生的问题.
【活动片段1】

如图4所示,笨笨来到高高的恐怖台,看见台上

一辆载有3个货物的滑行车被一个大木盒带动着慢

慢地做匀速直线运动.他赶紧跳进滑行车,结果,滑
行车前进一段距离就停了下来.唉,大木盒只有500
N,和笨笨一样重,笨笨身上还有100N的背包和旗

杆呢! 大木盒怎么拖得动滑行车啊.怎么办? 跳进

冰水河? 河水倒是不深,可以走到对岸,但是那刺骨

的冰水 …… 你的办法是什么?

图4 笨笨历险记

【活动片段2】

如果笨笨上了对岸的滑滑道,那可是一段没有

摩擦的道路,只有30m长,笨笨还能行走吗? 滑滑

道上有一个小车,但是只要它一运动,长杆上的鸟粪

便便就会在5s内落到车的最下端,你怎么帮笨笨?
【活动片段3】
在离开滑滑道的平地上,有一个气球,笨笨只有

乘气球才能离开这里,因为方圆1000m内都是野

兽活动区.笨笨做了实地考察,他了解到,气球升力

为10000N,整个气球重5000N,周围有很多沙包,
每个沙包重400N.气球必须在速度不超过0.5m/s
情况下匀速运动才安全,你认为笨笨如何乘气球升

空?
【活动片段4】

在这里,只有升到800m高空才会有水平向右

的风力.而到那个高度,气球的升力就减少400N,

以后水平风力虽有了,但气球每下降100m就要减

少升力400N,为保证气球能在安全速度下匀速下

降,并随风0.5m/s匀速右行,气球下降速度应该控

制为多大? 这一段气球行程该怎样谋划?

点评:该案例改编自动画片《笨笨历险记》,与学

生有一定的共鸣.实践中,学生表现出很高的兴趣,

同时采用任务驱动教学,让大家共同想办法,顺利帮

助笨笨脱离了险境,教学目标也高效达成,最后学生

们都开开心心离开教室.
当然,也可以组织一些技能竞赛活动提高学生

的兴趣,如在放飞纸飞机活动中,比较学生所做纸飞

机的制空时间、水平距离和上升高度的大小;比较相

同的纸所做的纸船在水中承受的物重大小;高空抛

鸡蛋,看哪一组下落的鸡蛋高度最高,且鸡蛋没有破

碎等.

4 激发学生动手能力 开发教学资源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它不仅是建

立物理概念和规律、理解和掌握物理知识不可缺少

的环节,而且能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动

手能力等.
【案例4】自制天平和杆秤

杆秤制作器材:筷子(或圆木棒),塑料小盘(或
金属盘、纸盘、一次性杯子等),棉线,玻璃胶,螺母,

砝码,若干硬币和笔等.
【活动片段】
(1)用一根筷子作秤杆,在小盘子上打3~4个

小孔并将棉线穿过作秤盘,将秤盘上的棉线系在秤

杆上,用玻璃胶固定住位置.
(2)剪一段棉线作提纽,系在秤杆上,移动提纽

靠近秤盘,寻找到支点的位置,用玻璃胶固定住位置.
(3)用螺母等重物系上棉线作秤锤,吊到秤杆

上.手提住提纽,移动秤锤,使秤杆保持平衡,用铅笔

在吊线与秤杆的位置处画一根刻度线,记作“0”.
(4)在秤盘上放上一个5g的砝码,手提住提

纽,移动秤锤,使秤杆保持平衡,用铅笔在吊线与秤

杆贴合的位置上画一根刻度线,记作“5”.接着在秤

盘上换上一个10g的砝码,手提住提纽,移动秤锤,

使秤杆保持平衡,用铅笔在吊线与秤杆贴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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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画一根刻度线,记作“10”.以此方法类推确定出其

他的刻度.最后量出每一段的距离进行平分确定出

每1g的位置.
点评:在第二课堂教学中,天平的制作是学生回

家完成,杆秤是学生课堂制作,制作完成的天平和杆

称如图5所示.相对于天平,杆秤对于学生们来说是

有一定难度的,除了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外,还更需

要耐心与细心.在课前准备的过程中,教师要针对学

生的实际特点,自己摸索、改进方法,寻找制作中的

小窍门,在教学中才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图5 学生自制天平和杆秤

【案例5】自制孔明灯

器材:竹篾(或细铁丝),白纸,细铁丝,酒精,脱
脂棉,浆糊等.

【活动片段】
(1)如图6所示,用3张薄白纸糊成一个顶端密

封的圆柱体,其周长约225cm,高约90cm.
(2)用宽1cm,厚0.1cm的竹篾扎一个周长约

220cm的圆圈,其下底拴2根互相垂直的细铁丝.
(3)将竹圈放在圆柱体下端作底,使两者边缘

近于重合,用浆糊粘住.
(4)用竹篾扎一个小圆圈,直径约15cm,周围

包上脱脂棉约10g,作为燃心,然后挂在两铁丝的交

叉点上.

图6 孔明灯制作

点评:在第二课堂中设计一些学生动手操作实

验,不但使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而且能促进学生

个性特长和创造能力发展.
另外在学习光学内容时,让学生用易拉罐或一

些筒状物和塑料薄膜在课堂上制作针孔照相机;用
木板、塑料板、硬纸板或牙膏盒和小平面镜制作潜望

镜;用一端开口的立方体纸容器和小平面镜制作光

学魔盒;用玻璃片、纸壳等器材制作万花筒;用塑料

尺、烧杯、滴管、两木块和焦距较大的凸透镜制作水

滴透镜;在力学教学中,用矿泉水瓶、小药瓶和水自

制浮沉子等.在制作完成后,进行小组汇报并评选最

佳小组,并督促小组间互相借鉴进行改进,学生的动

手能力在实践和交流中不断得到提升.

5 联系生活实际开发教学资源

物理课程标准基本理念强调从生活走向物理,

从物理走向社会,关心科技发展.因此在第二课堂活

动中设计贴近学生生活、符合学生认知特点的教学

活动,让学生通过学习和探索掌握物理学的基础知

识与基本技能,并能将其应用于实践,为以后的学

习、生活和工作打下基础.同时让学生关注科技发展

给社会进步带来的影响,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案例6】鸡蛋中的物理学

【活动片段】
(1)如何鉴别生熟鸡蛋? (2)如何让鸡蛋立起

来? (3)如何用鸡蛋做不倒翁? (4)怎样剥熟鸡蛋

蛋壳更容易脱落? (5)如何尽快将鸡蛋吃下肚?

点评:鸡蛋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物品,很容易

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同时,通过以上几个问题的精心

设计,将惯性、重心、热胀冷缩、摩擦力等相关知识融

合在其中,引导学生用所学知识解决实践问题的能

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另外,让学生分组准备太阳能热水器的应用、基

本构造、工作原理及使用中的优缺点等进行交流,教
师结合教学内容进行适当拓展:(1)两管抽成真空

有什么好处? (2)为什么外管选择透明的玻璃,而
内管要镀黑色的薄膜? 请设计出探究方案,并设计

记录实验数据的表格;设计一个估测复活节岛上某

雕像质量的方案;密度与生活;浮力与生活;观看视

频《时空之密》,给学生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些

基本知识;观看视频《航天传奇》,了解与航天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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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单元功能整体规划教学策略
依据课时特点细化落实核心素养

———“力的加减法及其应用”的单元教学设计

吴爱兄
(陈经纶中学  北京  100037)

杨志东
(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1)

(收稿日期:2019 05 16)

摘 要: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学科单元教学设计实施过程中教师主要存在以下4方面的困惑,即“核心素养如

何梳理”“学科素养与学科内容的结合点如何分析”“单元教学设计中如何整体规划核心素养”“教学过程中如何细

化落实核心素养”.本文以“力的‘加减法’及其应用”的单元教学设计为例,谈谈自己在核心素养的整体规划与细节

落实的一些做法与反思.
关键词:整体规划  细节落实  单元教学设计

  单元教学设计的起点是学生的认知,终点是核

心素养的落实.而课堂教学是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

主要渠道.所以单元教学设计一方面要关注从一个

单元的整体角度出发,根据学习的内容特点、蕴含的

学科素养及其相互关系整体设计和安排一个单元的

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另一方面也应关注

每一课时教学环节的设计,关注核心素养在每一课

时中的有效落实.本文以“力的‘加减法’及其应用”

的教学设计为例,谈谈自己在教学内容选择、目标制

定、路径规划、课时实施、教学反思5个方面的具体

做法.

1 分析教材内容明确单元教学内容与功能

教科版教材《物理·必修1》“相互作用”这一章

有5节内容,按照教学内容将其划分为“力的种类”

与“力的运算法则”两个单元.“力的‘加减法’及其

应用”是本章的后两节内容.本专题的主要功能是

进一步完善对矢量及其合成法则的认识,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是研究静

一些基本知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他们刻苦钻

研的精神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6 总结

2011年版《物理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了面向全

体学生,提高学生科学素养.每个学生都有一定的个

性和特长,有的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得很好,但不善于

动手;有的学生基础知识学得不好,但动手能力很

强.这样发展都是不全面的.而通过有益的第二课堂

活动,既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给学生提供更

多的动手机会,又能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学生

对基础知识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能全面发展.
但由于时间、空间和师资问题,只有部分学生参

与该活动,没能做到全面开花;另外,有些内容设计

还不够科学,或由于教师精力和能力的差异,有些内

容不成系统,同时缺乏关联,这些都会对教学效果造

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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