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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课标改革的宏观背景下,结合黔西南州少数民族地区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的实际,对黔西南州少数

民族地区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存在忽视学生实际操作、学生自主对实验现象的归纳与总结能力不

足以及实验器材短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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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新课标对高中

物理演示实验教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要积极

利用各种器材,积极创新实验方式,尽可能多地开发

出可视性强、证据性强、能引起学生浓厚兴趣的演示

实验[1,2].但是由于生源素质受地域差异、文化差异

和教育资源分布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学

校物理演示实验的教学现状存在着诸多问题[3~7].笔
者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某高中支教期间发现,在演示实

验课堂上学生学习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本文通过对

贵州省黔西南州某高中物理演示实验现状的调查及

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对策.

1 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现状调查分析

笔者选取了贵州省黔西南州某高中部分学生针

对高中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以

此分析得出贵州省黔西南州少数民族地区高中物理

演示实验真实的情况,进而结合现状提出一些有针

对性的改进建议和对策,使演示实验教学在少数民

族地区高中物理教学中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本次问

卷共发放190份,回收187份,其中有效184份,有效

率98.4%.问卷共19题,分别从学生对演示实验的

态度(3题)、引导学生自主探索(5题)、学生在课堂

上的表现(5题)、学校实验器材的使用(3题)和教师

自制演示教具(3题)等方面进行调查.
1.1 学生对演示实验的态度

如图1所示,在参与调查的学生中,有94.5%
的学生认为教师在课堂上演示物理实验重要,同时

有72.7% 的学生喜欢物理演示实验,并认为演示实

验能激起自己的学习兴趣.不难看出,对在课堂上物

理演示实验的重要性,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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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为了抓住问题的主要

因素,忽略了温度的变化,实际上随着高度的增加温

度也要发生变化,那是由于空气的传热性导致的,所
以这个模型也是个理想模型,只能求出大气压的近

似值,但对物理机制的把握、科学思维的培养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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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仍有约20% 的学生即使认同其重要性,却对其

态度一般,甚至表示不喜欢,可见演示实验呈现出的

效果没有被学生完全认可.

图1 学生对演示实验的态度

1.2 演示实验教学中对学生探索的引导

根据第11题“你是否会主动探究演示实验中物

理知识? ”结果可见,有38.3%的学生表示有时会,

29.5% 的学生表示很少会,所占比例较高,如图2所

示.并且有59.6% 的学生在问及演示实验是否有助

于提升物理实验技能时表示帮助不大,甚至有35.5%
的学生认为演示实验没有帮助提高实验技能的作用.
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次数较少,更可能是体现在

能力不足上,难以胜任自主探究的学习任务,从而选

择放弃.然而在问及是否有助于学习理论知识和考试

时,却有大部分学生认同其很有帮助,如图3所示.

图2 学生自主探究的频率

图3 物理演示实验对学生学习的帮助

由此可见,教师在演示实验教学中存在程序化

现象,对学生的探索引导不足,仅仅将演示实验作为

知识理解的工具,忽略了演示实验的物理探究功能.
在演示实验教学过程中,学生多数停留在被接受状

态,教师“一气呵成”,未留出足够的时间给学生探

究、思考,去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
1.3 学生在演示实验课堂的表现

在演示课堂上,73.2% 的学生表示自己会认真

观察老师做实验,而当老师需要学生额外配合时,只
有16.4% 的学生表示会积极参与,这说明学生在演

示实验课堂上参与度不高,多数学生的学习都是处

于一种被动状态,对教师的依赖性较强.当学生在演

示实验中有新问题或新发现时,是否会与老师、同学

交流讨论,12.0% 的学生表示总是会,18.0% 表示

多数时候会,36.6%和31.1%的学生表示有时会和

很少会,依然有2.2% 学生表示从不会,这表明学生

仅停留在简单观察实验现象的直观状态下,缺乏对

现象深究的积极主动性.同样的,针对教师演示实验

过程与结果,27.8% 的学生能多次进行过思考、质
疑或提出改进,但有72.2% 学生只有1次或2次甚

至从来没有过.并且针对演示实验的课后回顾和复

习,46.4% 和26.2% 的学生表示有时和很少进行,

甚至有2.2% 学生没有回顾或复习,如图4所示.由
此可见,演示实验课堂中,多数学生仅停留在观察实

验现象的直观兴趣状态下,缺乏自主对现象的归纳

与总结,没有进一步深入探究概括,学习上比较依赖

教师,学生的探究能力依然有待提高.

图4 学生对演示实验探究程度

1.4 学校实验器材的使用

调查问卷中,在问及教师做演示实验的次数时,

42.6% 学生表示部分做了,35.6% 学生表示极少

做,如图5所示.可见多数教师对教材中的演示实验

只是部分做了给学生看或很少做.为了进一步查明

原因,笔者又对演示教具使用情况进行了教师访谈

以及对学校的物理实验器材进行了统计,发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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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器材数量不均,实验室多数是力学实验器材,
甚至同一器材过剩,久放从未使用过,然而电学实验

多数缺乏器材,热学实验器材全无,难以开展实验,
使得教师不得不将“做实验”变成“讲实验”.同时,
笔者发现,学校的物理实验室不对学生开放,学生仅

在物理实验课堂上,在物理教师的带领下进入实验

室做教材要求的物理实验,并且了解到,实验室不允

许学生借物理实验器材.

图5 教师做演示实验的情况

1.5 教师自制演示实验教具

在问及教师是否会利用生活中的现象或物品设

计演示实验时,38.3% 和39.3% 学生表示有时会或

很少会,如图6所示,而相比利用实验器具进行演示

实验,60.7%的学生对教师自制演示实验教具更感兴

趣,这表明学生更希望教师多展示在生活中使用到的

物理知识,能将物理与生活联系起来,贴近生活.

图6 教师使用自制教具的频率及学生对其使用的反应

2 改进和创新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的方向

(1)加强教师对学生实验探究的引导.教师介

绍实验仪器时不只是让学生单纯性的使用,还要来

引导学生自己依照实验目的与实验原理来选取实验

仪器,从而让学生自己明白为何要使用这些仪器开

展实验,少数民族地区许多实验教学正是缺少了培

养学生主动探索能力的过程.同时,教师还要鼓励学

生自制仪器开展试验,并收集日常生活中的常用物

品来代替原有的仪器开展实验活动.
(2)增加学生对演示实验的参与度.少数民族

地区学生对于新事物的接触较少,并对其有强烈的

好奇心.在参与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操作进一步理

解实验的原理,激发学生深入探究的兴趣,使得演示

实验不仅仅停留在观察的直接兴趣中.
(3)在学校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校可以定期

开放学校实验室,并设置实验教学的指导教师,如科

技社团的指导教师来担任,将实验室真正变成学生

进行实验探究的地方.在实验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可

以利用实验室闲置的实验器材资源开展学习探究,
通过做课本上小实验的方式或自己开发设计实验来

增加学生动手动脑的机会,充分调动学生的实验兴

趣和积极性.

3 总结

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生源素质受地域差异、文
化差异因素的影响,存在忽视学生实际操作、学生仅

停留在观察实验现象的直观兴趣状态下,缺乏自主

对实验现象的归纳与总结以及实验器材短缺等问

题,只有将课堂实验与生活联系,贴近生活,并加强

学生对实验参与度的对策才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希望本文所提出的改善高中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的对

策不仅针对贵州省黔西南州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其

他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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