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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顾名思义要体现“综合”,但是过分提倡“综合”势必影响和扭曲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的实施.我们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应该融合学科,不是单纯的做活动,也不是绝对学科化,而是在学科主导下进

行的深入学习,体现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本文以河北省某普通高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针对高一年级的学生在

未选课之前结合物理学科特点,实施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做一个简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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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实践活动就是指在组织学生实践活动时

要注意“综合”.凡事都有个度,打破了这个度,便破

坏了必要的平衡.笔者认为,综合实践不仅要适度,

还要注意不要绝对“学科化”.综合实践活动“只有

‘去学科化’”才有可能实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教

育目标[1].在实施过程中不能受“综合”约束,纯形

式化的综合实践活动要不得,尤其在高中阶段更不

能单纯强调综合.综合实践活动学科化更具操作性

和可行性.
“综合实践活动是从学生的真实生活和发展需

要出发,从生活情境中发现问题,转化为活动主题,

通过探究、服务、制作、体验等方式,培养学生综合素

质的跨学科实践性课程[2].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结合所学知识,使课堂学到的知识得以实践,让学生

体会到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的道理.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更应强调与各学科之间的融合,将学

科知识融入到综合实践活动,正是我们这个活动的

内涵主题.

下面结合高中物理学科促进学生深入学习的综

合实践活动进行探讨.

1 我校实施物理学科为主导的综合实践活动的背

景

河北省自2018升入高中的学生在第二学年开

始进行自主选课政策,2018年11月底样本学校进

行了一次选课摸底,报上来的结果让所有教师出奇

震惊,河北学籍的在册学生共119人,有选物理学科

意向的学生不足10人.

研究样本学校是华北油田子弟学校,华北油田

一直以来普及高中,学校大部分学生中考分数在

400分上下,他们对学习的热情不够高,学习习惯不

是很好,但是这些学生的大脑相当活跃,他们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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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电脑以及手机的使用相对来说较为娴熟.

当时任高一物理课的一位教师邀请研究组成员

跟班听课,目的就是激励学生上课别走神、别睡觉,

抓住高一学年的物理学习时间.本研究组成员在跟

班听课期间确实感受到了学生们的无奈和无趣.

基于以上现状,样本学校紧急召开教研活动,提

升学生学习物理的热情和兴趣,物理学科来源于生

活服务于生活,将来升学会有一些专业要涉及大学

物理,如果没有高中的基础,单凭高一学到的这点似

懂非懂的皮毛物理一定会制约后续的学习.

经与学校和物理学科所有教师沟通,准备结合

高一的知识在本届高一学生开设以物理学科为主导

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借此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 基于物理学科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要则

2.1 综合实践活动的流程

高一物理学科主导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流

程如图1所示.

图1 物理学科主导的综合实践活动实施流程图

2.2 综合实践获得课程内容的制定

根据高一学生学习的知识,链接学生能力范围

之内的生活实践活动.

在人教版高中《物理·必修1》的第一章“运动

的描述”之第4节实验用打点计时器测速度中,初学

这一节内容学生们没有过多疑问,结合学生实验很

顺利地完成了教学,但是之后的学习中学生根本不

能建立起纸带子模型,不能很好地掌握打点计时器

的工作原理.结合纸带子模型和频闪照片综合起来

我们设置了本课题内容:利用手机照相功能你能研

究哪些物理问题.

2.3 实施过程细则

制定好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内容,首先进行

开题动员,初始时学生是抗拒做物理学科的综合实

践活动的,理由很简单,没有学会物理,怎么综合实

践呢.在开题动员课中笔者设置了第一个学生们比

较感兴趣的活动:你会利用手机照相么? 会场一下

子活跃起来,在讲解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重

要步骤和实施要求后,临结束布置了第一个学生活

动内容.

2.3.1 学生活动1:如何制作频闪照片

一个月的寒假结束迎来了我们第一次展示活

动,成果简直超越教师们的想象.综合起来大致有以

下方案.

方案1:利用照相机连拍功能结合PPT制作频

闪照片.

方案2:利用手机慢动作制作频闪照片.

方案3:利用手机连拍功能结合Photoshop软

件.

方案4:利用手机拍摄视频借助FreeVideoto

JPGConverter软件.

方案5:还有学生利用会声会影软件.

第一阶段的综合实践活动宣告圆满完成,通过

这一活动让学生们知道了手机发挥的作用远不止聊

天、游戏、看小说等.家长非常支持学校的活动.学生

们通过一个寒假的时间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东

西,引领了实践探究的新航向,激励我们继续进行第

二阶段的内容.

2.3.2 学生活动2:利用频闪功能可以研究物理学

科中的哪些问题

这项活动展开首先激励学生回归课本,求助科

任老师,学习物理热情高涨,正好当时再讲人教版高

中《物理·必修2》的曲线运动,当学到平抛运动时,

教师做了一个非常简单易操作的演示实验,将一个

小钢球沿水平方向抛出,马上就有学生提出:拍下

来.学以致用,大概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吧.

下面展示一下学生利用频闪照片研究的物理问

题:

成果1:研究匀变速直线运动.

成果2:研究自由落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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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都能很方便地利用打点计时器,通过纸

带子来研究,但是利用手机拍摄频闪照片,从操作上

来说就简单多了,任何学生课下自己都能独立完成.

在研究平抛运动时课本上给出的实验方案误差大,

描点繁琐,但是应用频闪照片则方便好多.

成果3:研究平抛运动.

研究背景是利用墙上的瓷砖,将小球水平抛出

后,用手机拍摄的小球频闪照片(图2).

图2 小球频闪照片

成果4:雨滴收尾.

启发于一道月考题:雨滴接近地面的过程可以

看做匀速直线运动,此时雨滴的速度称为收尾速度.

设雨滴的密度为ρ,运动中所受的阻力F 与速度的

平方和半径的乘积成正比,即F=krv2(k为常数).

试分析雨滴的收尾速度v与雨滴的半径r 成正比.

球体体积V=43πr
æ

è
ç

ö

ø
÷

3 .

这道题目明确说明雨滴最后做匀速直线运动,

有一位学生受此启发,决定研究一下收尾速度,于是

我们的课题就展开了.首先大家进行实验设计,研究

对象选择什么样的物体.大家都知道应该选择不太

重的物体,学生们想到了实验室里的各种球,于是尝

试了小木球、玻璃球,甚至有学生到体育组找软排

球,学生们做了无数多次实验,但大多都以失败而告

终.

2.3.3 现在介绍几种学生们尝试的实验方案

尝试1:用软排球做研究对象

体育组的排球规格都是一样的,如果改变排球

的质量就需要增加配重,于是用塑料袋装上排球,同

时把配重物体一并装袋.第一次实验,排球还没有达

到收尾就已经落地啦.于是增加实验高度,在四楼顶

将球释放,依然找不到匀速收尾速度.并且从拍摄的

照片看到球的加速度好像还不太小.还有一个更大

的原因是不能改变软排球的大小.第一组体验者以

失败告终.

继续寻找质量小的类似球形的物体,于是有了

下面的设想.

尝试2:改变气球的质量

用气球作为研究对象,为了改变气球的质量,在

里面加入大米.通过改变气球大小和大米质量,用以

调整球的半径和质量.实验效果非常好,图3就是学

生们拍摄的频闪照片.照片频闪时间间隔为0.3s.

通过实验学生们发现,增加气球的体积,则需要在里

面加入一定的大米.

图3 气球的频闪照片

学生们通过实验感知了物体运动过程中速度和

阻力有关系,速度越大阻力越大,联想到了实际问

题,骑车时车速慢感觉不到风,速度快时感觉到风迎

面扑来,其实这是空气阻力的作用.阻力还跟接触面

积有关,垂直于速度方向上的接触面积越大,阻力也

越大,所以骑自行车遇顶风时,弯腰骑行,就是通过

减小接触面积来减小阻力.这些生活中的常识我们

通过这个气球实验都得以验证.

以上是在高一第一学期设置的综合实践活动与

物理学科深度融合的实践研究,用时4课时,随着学

习的深入,在第二学期准备继续设置4个课时,将应

用更为广泛且被学生熟知的电学知识融合到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中,让学生们在高一统学物理阶段尽量

开阔视野.

综合实践活动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综合实

践活动基于学科,又超越学科,不是在学科的基础上

刷题,体现的就是其综合性.比如我们基于物理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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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科学探究”素养的物理课堂实验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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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科学探究”素养的物理课堂实验教学设计要求教师要做到“心中有学生”,按现象、证据、思辨三

部分来实施教学.本文以“牛顿第一定律”中的两个课堂实验活动为例,来具体阐述如何让学生经历创设现象诱发

问题、寻找证据佐证猜想、思辨交流形成结论的过程,在实验的活动中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收获核心素养.

关键词:科学探究  课堂实验  教学设计  牛顿第一定律

  浙江省物理教研员、中学物理特级教师梁旭老

师曾指出:“物理课堂教学中,教师要达成心中有学

生,脑中有结构,手中有方法3个要求.”结合自身的

课堂教学实践,笔者深刻地体会到这3个要求是分

层级的,其中“手中有方法”是课堂教学的基础性要

求,“脑中有结构”是课堂教学的系统性要求,“心中

有学生”是课堂教学的本质性要求.

在物理课堂实验教学中,“心中有学生”同样应

放在最本质的位置,不能将课堂实验作为教师的一

项展示、表演活动,错误地认为学生只要看了实验,

或做了实验,就能明白其中的物理原理,就获得核心

素养了.
如何才能在课堂实验中落实好“心中有学生”

这个教学的本质要求,笔者基于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

个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用到了信息技术、实验创新、解

释了生活,同时还熟悉了测量工具的使用等等,更重

要的是通过此基于物理学科的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

们喜欢上设计、创新实验,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活动与体验”是深度学习的核心[3],活动与体

验是在教师指导下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自主学习和

实践活动,这也正是综合实践活动的主旨,应该注意

的是,学生综合实践活动不能脱离教师的指导,比如

在本次活动中教师就引导学生利用假期学习如何制

作频闪照片的实践任务.在拍摄频闪照片研究物理

问题时也离不开教师的引导,研究有特殊意义的运

动,比如匀变速直线运动、匀变速曲线运动、匀速直

线运动等.
综合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向纵深学习,激励学生

勇于探究,积极创新,乐于实验,敢于创想,这也正是

高中物理学科素养的核心.通过近一年的实践活动

让学生们走上科研实践的道路,并且越走越远.更可

喜的是选物理学科的学生明显增加了.在2020年元

旦前样本学校做了第一次的模拟,2019年入学新高

一的在读河北学籍学生4个班,共计132人,初步计

划选物理的人在53人,天津学籍两个班在读学生76
人,计划选物理学科的41人.远远超过2018年入学

的在读高二的学生.
有了第一期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经验,之后希

望更多的物理教师还会结合物理相关章节的知识展

开新一轮的课程,促使物理学科在高中阶段发挥自

身优势,促使更多学生提升学习物理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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