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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验作为物理教学的重要手段和内容之一历来受到教师重视.深入挖掘中考实验试题内涵,用以指导

教师的日常教学实践活动.以2020年浙江省中考物理试题为例,从培养质疑精神、注重证据收集、体验探究未知等

三方面阐述如何在教学中通过对实验能力的培养来提升学生物理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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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指

出:坚持以课程标准为命题依据,不得制定考试大纲

(以下简称考纲),不断提高命题水平.为贯彻意见要

求,浙江省在同年9月废止中考考纲.考纲的取消,

引起不少师生忧虑,他们担心备考无所适从.众所周

知,考纲的编写初衷是为限定考试范围和难度,目的

是给考生减负.但在教学中,用考纲替代课程标准现

象屡见不鲜,考纲规定的内容成为教学重点,考纲不

涉及的往往忽略不教.
这种功利化教学现象在实验教学中表现得尤为

突出,教师重视的只是如何利用实验作为建立概念

和规律的手段,实质是为“得”而“用”,忽略了实验

本身乃是物理学研究问题的一种最基本方法的培

养[1].
本文立足《初中科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基

于浙江省部分地区2020年学业考试物理实验题,对

如何在日常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物理核心素养进行

了思考和分析.

1 培养质疑精神 促进概念建构

质疑精神是科学发展的原始动力,没有质疑精

神的物理课堂,既不能深化对学科本质的认识,也不

能让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培养.实验探究作为物

理学习的基本方式,需要教师积极培养学生的科学

质疑能力,逐步养成质疑反思的思维习惯.
【例1】如图1所示是一位小朋友在照镜子(平

面镜).小朋友通过镜面所成的像在 (填“镜面

前”“镜面上”或“镜面后”).

图1 平面镜成像

本题属于简单题,但不足50% 的得分率值得我

们反思.命题素材源于某次公开课,教师设计了大量

活动引导学生“共同”得到平面镜成像规律.但课后

学生在相互交流中,依然有人嘀咕“明明看到像成在

平面镜“上”,为什么说成在平面镜“后”? 当物体靠

近镜面时像变大,为什么说成的是“等大”像? ”由

此看来,教师设计的实验并没有让学生分清“所成的

像”和“看到的像”.必须承认,目前课堂实验探究存

在形式化问题,受限于时间和对学生前概念缺乏研究

等原因,教师并没有留给学生足够的“质疑”空间.
启示1:实验教学前应该充分了解学生前概念,

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暴露存在的问题,在平等

的课堂氛围下,激发学生质疑精神,用强有力的实验

结果动摇并推翻学生错误前概念,为构建正确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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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观念奠定坚实基础[2].

2 注重证据收集 培养科学态度

有的教师认为中学物理实验多为验证性,目的

是帮助学生更好地构建物理观念.所以做不做差不

多,有的实验准备繁琐,但效果一般,不如让学生直

接记住结论,反复训练最终也能掌握.纵观2020年

浙江省中考物理实验题,命题者导向明确,逐步摒弃

传统考法,凸显探究特点,以增进学生对物理观念的

理解,提升科学素养.
【例2】在“探究凸透镜的成像特点”实验中,所

用凸透镜的焦距为10cm,光屏是用表面涂有白漆

的铁板制成.小科把“F”发光物置于离凸透镜13cm
处,移动光屏,在光屏上找到清晰的像,如图2所示.
小科看到光屏上像的形状和大小分别是(  )

图2 探究凸透镜成像特点

A.、放大   B.、放大   

C.、缩小   D.、缩小

本题插图、答案等均能在教材中找到,但得分率

不足20%,是一道难题.凸透镜成像作为考纲重点

考查内容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学生经过反复练习对

成像规律也非常“熟悉”,知道实像不仅上下倒立,而

且左右也倒立,甚至在此基础上摸索出物体旋转

180°即得到实像的“规律”……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与目前“照方抓药”式实

验教学存在很大关联,学生收集证据时即便发现现

象与科学观念不一致,也缺乏深入探究的勇气.光源

在光屏上成实像,在光屏(半透明)右侧看到的是上

下左右倒立,如图3所示.

图3 凸透镜成像实验

但从不透明光屏左侧观察,只能看到像发生了

上下倒立.实验中,在光屏左侧观察的学生不在少

数,明明只看到上下倒立,却被训练成不管从光屏哪

侧观察都是上下左右倒立.命题者一改常规考法,直

击教学痛点,让对凸透镜成像规律理解片面的学生

不易得分.
启示2:物理知识要转化为物理观念,必须经历

知识的建构过程,体验从具体情境到物理规律的认知

过程.在这种“建构”和“体验”的过程中实现对知识

的“提炼”和“升华”.实验是实现这种“转化”的最佳

路径之一[3].实事求是地收集证据既是完成物理实验

的重要保证,也是基本的科学态度.实验过程需引导

学生认真观察现象,特别是与预想不一致的情况,尝
试做出合理的解释,以获得对物理观念的全面认识.

3 体验探究未知 发展关键能力

实验是物理发展的基础,探究不是目的,而是通

过探究让学生自主获取知识,是一种提高学生科学

素养的重要途径.教师要设计符合学生认知特点的

实验情境,通过分析实验现象,得出物理规律,并能

在此基础上进行应用迁移.
【例3】某科学兴趣小组为探究物体运动速度改

变得快慢(单位时间内运动速度的改变量)与物体

受力大小的关系,在创新实验室做了如下的实验:

如图4(a)所示,水平桌面上固定了一个导轨.
导轨上的小车用细绳跨过定滑轮(摩擦不计)与重

物相连,小车上固定一个宽为d=1cm的挡光片.在
导轨上A,B 两个位置各固定一个光电门,光电门如

图4(b)所示.

图4 运动速度改变得快慢与受力大小的关系

光电门内有一束光从N射向M,M处装有光传

感器,当有物体经过NM之间把光挡住时,传感器能

记录光被挡住的时间t.这样就可求得挡光片经过光

电门时的速度vA 和vB.两个光电门配合使用还能测

—48—

2021年第4期               物理通报               物理实验教学



出挡光片从A 点运动到B 点的时间tAB.
实验步骤:

① 保持重物P质量不变,让小车从OA 间任意

点释放,分别测出挡光片经过A,B 两位置的挡光时

间tA 和tB,以及挡光片从A运动到B 的时间tAB,计
算出单位时间运动速度的改变量(用a1 表示),即a=
vB -vA

tAB
,重复实验,a近似相等.

② 增大重物质量且保持不变,让小车从 OA 间

任意点释放,按照 ① 的操作,计算出单位时间运动

速度的改变量(用a2 表示),重复实验,a2 近似相等,

且a2 >a1.
(1)在实验 ① 时,某次挡光片经过A 位置的挡

光时间tA 为0.025s,则挡光片穿过光束的速度vA

为 .
(2)由实验可得出的结论是 .
(3)上述结论可以解释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的现

象 .
A.制动力(阻力)越大,汽车越容易停下来

B.质量越大,汽车越难停下来

C.速度越大,汽车越难停下来

以学生陌生的实验情境为出发点,通过现象分

析,促成学生知识构建和综合思维等关键能力的提

升.本题是加速度和牛顿第二定律在初中的“前置”,

实验过程环环相扣,通过实验学生知道在小车质量

不变情况下,拉力越大小车速度改变得越快.
启示3:物理实验需要经历设计方案、实验操

作、数据记录和分析、总结规律、修正结论等全思维

链过程,实验教学可以起到培养学生物理关键能力

的作用[4].借助“未知”情境,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

知识解释生活中的现象,体现知识迁移、思维评价等

高阶思维能力,让物理知识回归生活,在原有思维基

础上迸发新的火花.
纵观2020年浙江省中考物理实验试题,命题者

以实验探究为载体,引导教师重视在平时加大对实

验教学的研究力度.
“后考纲”时代,教师必须摒弃应试思维,坚持

指向学生、指向学科核心素养、指向高阶思维和关键

能力发展,唯有坚持这样的教学导向,才能做到目标

明确,在发展学生核心素养长远目标和提高学生成

绩的现实要求间达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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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onExperimentalTeachingBasedonCultivation
ofCoreAccomplishmentintheEraofPostExaminationOutline

———TakethePhysicsExaminationQuestionsof
ZhejiangSeniorHighSchoolEntranceExaminationin2020asan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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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oneoftheimportantmeansandpurposesofphysicsteaching,experimenthasalwaysbeenvalued.In

ordertoguideteachers′dailyteachingpracticeactivitieseffectively,thein-depthexplorationofthetestquestionsinmiddle

schoolentranceexaminationisnecessary.Thisarticletakesthephysicstestquestionsinthe2020Zhejiangmiddleschool

entranceexaminationsasexamplestorevealthewayofpromotingstudents′experimentalabilityandfacilitatingphysics

keycompetenceultimately.Specifically,threevalidmeansareillustratedinthisarticle,suchascultivatingquestioning

spirit,focusingonevidencecollection,andexploring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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