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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劳动教育在发展人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劳动教育存在内容陈

旧、与学科课程脱节、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物理学科的很多知识来源于生产劳动,服务于生产实践,因此在物理

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大有可为.拓展劳动教育的功能、丰富劳动教育的内容、重视劳动教育的实践、完善劳动教育的

保障机制是初中物理教学渗透劳动教育的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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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

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

“德智体美”的基础上增加“劳”的新要求.劳动是人

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基于物理与生产劳动之

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物理教学中结合农业生产劳

动、现代科技劳动、学生日常生活劳动,从劳动的知

识教育、技能教育、情感教育、劳动实践出发对学生

进行劳动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拓展物理学科的劳动教育功能 树立正确的劳动

教育功能观

  尽管当下人工智能取代了不少劳动,但是那些

需要问题解决能力、直觉创造力、情感交流能力的劳

动很难被取代,劳动的场所、机会随处可见[1].我们

认为:在物理教学中进行劳动教育有3个功能,一是

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态度,使学生

认识到美好的生活要依靠劳动来创造,教师的教与

学生的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劳动,激发学生的劳动意

愿,最终能够尊重劳动、崇尚劳动,弘扬劳动的精神;

二是使学生积累劳动的经验和智慧,在劳动中观察

思考,不断从错误中反思和学习,制造和使用工具,

并利用物理原理不断改进劳作过程,因而积累了经

验,生成了智慧;三是促进学生养成劳动习惯与品

质,在劳动知识学习和劳动实践中提炼生活实践经

验,继而培养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获得在复杂情境

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2 挖掘物理教材中的劳动教育因素 引导学生关注

生产劳动中的物理原理

  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古人利

用摩擦生热、钻木取火维持生存,适应了当时社会的

生产需要,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科技的不断

发展,劳动教育应当树立发展的内容观,转向科技生

产.教师可通过向学生讲述物理学与劳动的关系,提

高学生对于劳动的认识,例如在“机械能与内能”的

教学中,可向学生介绍热机的发展历程,使学生认识

到物理学科的很多知识来源于生产劳动,从而更好

地服务于生产实践[2],基于物理学与劳动的密切关

系,教师要善于挖掘物理教材中的劳动教育因素,对

学生进行劳动知识的教育,引导学生掌握其中的物

理原理.

2.1 从传统的农业生产劳动到现代的科技生产劳

动 使学生深刻认识社会发展就是生产发展

生产劳动的发展总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向上

的过程,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传统的农业劳作,它是我

们创造生活必需品的过程,教师在引导学生关注生

产劳动中物理原理的时候,应当有意识地结合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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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劳作,例如 “插秧”这一劳动过程,其中抛秧

过程利用的是重力作用下的运动原理;在夜间为防

止秧苗冻坏,劳动人民往田里灌水利用的是水的比

热容大的特点.教师要带领学生学习生产劳作背后

隐藏的物理原理,让学生体会劳动创造物质财富、满

足基本生活需求的伟大,从而尊重普通劳动者、尊重

劳动成果,为正确的劳动价值观的形成奠基.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促进了一系列

先进大机器的生产,我们的生活方便快捷了.教师

可以充分利用物理教材中的信息库、生活·物理·

社会等相关栏目涉及的大量科技生产劳动的例子,

引导学生关注科技生产劳动中的物理原理,例如电

冰箱的压缩机、磁悬浮列车的设计原理、如何把电输

送到千家万户等.教师还可以对学习内容进行拓展

(例如现代的无线充电技术等),但拓展时考虑到学

生的能力有限,教师应对模型进行适当简化,将一些

过分复杂的因素进行筛选和过滤[3],再对学生进行

讲解,学生了解到物理原理即可.

2.2 针对性地介绍某一具体劳动过程中包含的物

理原理 构建完整的物理知识框架

初中物理的知识点较多,虽然学生能够熟练背

出概念规律,但仅停留在记忆层面,未能深刻理解概

念和规律,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解决生活生

产实际问题的能力,造成学习的障碍.在课堂复习教

学中,教师可带领学生分析某一具体的劳动过程中

蕴含的物理原理,例如“磨刀”这一劳动过程,磨刀

时刀变热是因为摩擦生热;磨刀后切得快是因为相

同压力下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磨菜刀时要不断

浇水是因为菜刀与石头摩擦做功产生热使刀的内能

增加,温度升高,刀口硬度变小,刀口不利;浇水是利

用热传递使菜刀内能减小,温度降低,不会升至过

高.学生会感叹到这样一个简单的磨刀竟然涉及到

这么多的物理原理,有内能的知识,压强的知识,能

量的转化知识.以具体的劳动过程为核心展开物理

知识的复习,针对性地介绍某一具体劳动过程中包

含的物理原理,加深对物理概念的理解,能够有效促

进前后知识的有效连接,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物理

知识框架,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

时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

3 基于物理知识传授给学生相应的劳动技能

基于物理知识的应用、物理学研究方法的迁移、

实验仪器与劳动工具的相似性,传授给学生相应的

劳动技能.
物理教学中劳动技能的传授可从以下3个方面

展开:(1)分析物理知识关联的劳动过程,并利用物

理量的性质、规律等传授给学生相应的日常劳动技

能;(2)将研究该物理规律的研究方法、相关技能迁

移应用到与生活劳动密切相关的物理情境中去;(3)

将实验室仪器的使用方法迁移到生活中类似的劳动

工具中去.3个方面的实例如表1所示.
表1 初中物理教学传授劳动技能举例

物理教

学内容
日常生活的劳动技能 利用的物理知识

物

理

知

识

 拍照片时想要拍出

的景物变大或变小
 凸透镜成像规律

 铁锤松动时迅速握

住锤柄 并 迅 速 向 下 撞

击坚硬的地面
 惯性知识

 往保温瓶里倒开水

时根据 声 音 知 水 位 高

低

 水量增多导致空气

柱的长度减小,振动频

率增大,音调升高

 向保温瓶灌开水时,
不灌满能更好地保温

 未灌满时,瓶口有一

层空气,是热的不良导

体,能更好地防止热量

散失

 重物搬不动下面放

几根木棍滚着走
 变滑动为滚动减小

摩擦力

 使用家用电器前阅

读铭牌
 安全用电知识

 新买的果酱罐头打

不开,可用螺丝刀沿瓶

盖的边撬几下,再拧

 大气压强存在导致

难拧开,可用螺丝刀沿

瓶盖的边撬几下,减小

瓶内外压力差

 超市购物选择较宽

带子的包提物品
 压力的作用效果

研究

方法

 扫地时人手应尽量

往上拿着扫帚
 建立杠杆模型

 帮妈妈鉴定新买的

金手镯真假
 实验室排水法测密

度

仪器

的使用

 磅秤的使用
 天平的使用方法与

注意事项

 米尺的使用
 刻度尺的使用方法

与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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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3个方面展开对学生进行劳动技能的传

授,可以加深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还能引导学生

关注物理规律探究过程中渗透的研究方法,并将基

于物理仪器的使用方法延伸拓展到日常生活中劳动

工具的使用,通过劳动技能的传授将物理与学生日

常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从物理走向生活,提高了学

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深化学生

的劳动意识.
从物理知识点涉及的劳动教育出发,还可以拓

展到职业相关的劳动教育,注入职业生涯教育,促进

学生为未来的劳动做实际的准备,例如借助重力始

终竖直向下的知识,工人在砌墙时利用重锤线检查

墙身是否竖直;医生在给病人检查口腔时,常把一把

带柄的金属小镜子放在酒精灯上烤一烤然后再放入

口腔,防止口中热的水蒸气遇冷液化;花店老板装修

时可以利用平面镜成像来扩大视觉,由于光的折射

渔夫在插鱼的时候需要朝鱼的下方插;根据杠杆原

理选择合适的裁衣、理发、剪铁皮、修枝剪刀等.

4 结合物理学史中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科学家的成

败案例 培养学生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对劳动成果

的尊重

  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我们美好的生

活,物理教师要分析运用教材中的劳动教育素材,结
合课本插图等素材,介绍他们在生产劳动中体现出

的劳动人民不平凡的智慧.例如苏科版物理教材第

八章摩擦力一节的“生活·物理·社会”栏目中介绍

了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曾用滚木移动巨石,

减小阻力,如图1所示;第十一章信息库中就介绍了

中国古人对杠杆的应用和研究,在我国很早就开始

运用杠杆进行生产劳动,3000多年前就有了用于捣

谷的硾和用于汲水的桔槔,劳动人民还应用杠杆制

作了天平和杆秤[4],如图2和图3所示,另外还有指

南针的制造等等,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能够感受到劳

动人民的智慧,从而激发起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之情.

图1 利用滚木移动巨石

图2 硾

图3 桔槔

物理学史中还蕴含了大量的科学家事迹,在课

堂教学中积极渗透物理学史,能够增加课堂的趣味

性,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由于初中生正

处在个性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个阶段介绍科

学家艰辛而持久的劳动过程(例如介绍法拉第在长

达10年的不懈探索后发现了“磁生电”现象的史实

等),能够让学生感受科学发现的艰辛,促进初中生

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尊重科学家的劳

动成果,学习科学家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
在讲述物理学史时,还要让初中生知道物理学

充满了质疑和批评,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局限于传统的思维.不仅要

让学生认识到那些正确观点背后的故事,更要引导

学生关注科学家探究过程的失败案例,培养学生的

质疑精神.不论是亚里士多德的“物体的运动需要力

来维持”,汤姆生“葡萄干蛋糕模型”等的错误观点,
还是伽利略在理想斜面实验基础上通过科学推理提

出的“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卢瑟福“原子

核式结构模型”等的正确观点,都需要一一介绍给

学生,让学生认识到新的观点是在旧的错误的观点

之上发展起来的,同样凝聚着科学家的伟大劳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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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以我们要理解、尊重科学家的劳动付出.

5 利用学生分组实验 课后小实验等进行劳动教育

实践 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

  无论是劳动观念、劳动经验,还是劳动习惯与

品质的培养,都不能单纯依靠课堂教学.在劳动实践

中进行教育,是劳动教育的应有之义,我们不能离开

实际的劳动过程空谈劳动教育,只有在实干中才能

真正懂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1].学生做实验

本身也就是一种劳动,因此学校和教师应当给学生

充分的实验机会.在实验的过程中学生会发现任何

实验细节、实验步骤的忽视都会造成不正确的结果,

因而认识到一切的实验活动必须按照一定的实验步

骤进行.在实验活动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

必要的时候教师可安排学生进行小组实验.如学生

在做测定物质比热容实验中,有一位学生测出的比

热容数值误差很大,于是要求学生不断改进操作方

法,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并互相帮助,以合作关系

的构建促进学生品格的完善,在与同伴分享劳动成

果的过程中提升学生合作交流的能力.在充分体验

科学探究过程的基础上,训练他们的科学方法,进而

培养创新能力,创新能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
而推动生产劳动的发展.

教师还可以给学生布置课后实验,提倡学生利

用“瓶瓶罐罐”自制简单的实验仪器.例如学习了声

音的产生,教师可以让学生课后用身边容易获得的

器材制作一件乐器(如吸管、瓶子、杯子等),演示给

家人看,并在第二天课堂上分享其改进制作的乐器,

使之更具有表现力.此外,教师还应鼓励学生帮助家

长做家务,将所学到的劳动技能应用到生活中.例如

更有效地进行扫地,简单的家庭电路故障判断,利用

电能表和秒表测测自家电热水壶的实际电功率等.
让学生直接参与劳动实践的过程,体会到劳动的艰

辛.因此,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必然倡导一种基于劳动

基础之上的现代审美人格的培育,让学生在劳动中

发现美、欣赏美和创造美[5].

6 健全劳动教育保障机制 提升物理教师劳动教育

能力与加强劳动教育考核评价

  学校应当加强师资建设,在物理学科中对学生

进行劳动教育,需要教师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灵活

的实践能力以及课程内容的开发再生成能力,在对

物理教材的理解和充分应用的基础上,依托自身的

劳动教育意识与敏感度,挖掘传统的农业生产劳动、

现代科技劳动、学生日常生活劳动中隐含的物理原

理,精心设计教案促进学生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

解,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其关注劳

动过程中蕴含的物理原理,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培
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情感,促进教师和学

生共同发展.小组实验准备的过程中,教师要提前检

查学生使用实验仪器的好坏,自己先做一次实验,检
查仪器的性能以及实验结果的准确度,做到心中有

数,教师这种慎重严谨的工作态度能够潜移默化地

感染着学生,使学生不仅巩固了物理知识还养成踏

实仔细的劳动作风.
单纯的从一次考试很难评价出学生对于劳动意

义的获得,劳动评价应当从学生对待劳动的态度、参
与劳动实践的次数、劳动实践中所获得的劳动成果

质量、劳动技能的掌握与应用程度、劳动情感的获得

展开,建立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自评与小组互评

相结合的多元综合性评价体系,必要时可让家长参

与,从学生的多方面对学生进行描述性评价.例如在

教师布置的“制作乐器”这样的劳动实践中,学生对

该劳动的感兴趣程度,投入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您对

孩子的劳动过程和相关作品有什么看法[6].通过多

元的评价,加强学生对劳动背景中物理原理的理解,

劳动技能的学习,唤起学生对劳动实践的兴趣.学校

教育从教到做再到评价,有目的、有系统地进行,最
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育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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