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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插图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材的第二语言,用好教材插图是教师对教材进行深加工,进行二次开

发的重要举措.采用将教材探究活动落到实处、将习题插图开发实验、跨版本借鉴使用插图、跨章节使用插图、利用

插图展开讨论等策略,可以从培养学生批判思维、突破教学重难点、提高实验观测效果、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吸引学

生学习注意力等方面体现其教育教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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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是重要的教学资源,而插图是教材的重要

组成.新课程改革倡导“用教材教”,即要用活教材,
要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实现对教材素材的充分利

用和深度融合.这就需要教学要用好教材中文字表

述、插图等.由于插图生动形象符合初中学生的认知

规律,用好教材插图物理课堂会更贴近学生的最近

发展区,学生会更愿意学习物理.挖掘教材插图所蕴

含的丰富教育教学价值,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科

学素养,为学生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建议教师将初中

主流6个版本教材都备齐,教学中借鉴、融合使用各

版本教材的插图.

1 立德树人视域下更应该凸显教材的地位和作用

  插图是教材的第二语言,是对文字表达的重要

补充,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物理学科知识高度浓

缩、比较抽象,利用插图可以更生动地辅助构建物理

情境,更形象地表述物理知识,从而降低学习者的理

解难度.这一点对初中物理尤为重要,初中八、九年

级的学生思维还处在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时

期,思考问题、认识事物还以形象思维为主导,过多

的文字表述会显得晦涩难懂,学生的学习难度会加

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会增多.多采用插

图学生对要学习的物理知识会更加喜闻乐见,也会

更加愿意学习.毕竟生动形象的插图会让初中物理

教材不再枯燥乏味,文字加丰富插图的表现形式更

符合初中学生的学习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有了丰

富的插图学生更愿意去阅读物理教材,学生学习物

理知识的兴趣更浓厚,学习动力更强劲,且更持久.
基于上述考虑,教材的编者都想方设法丰富教材插

图,利用插图将学生喜闻乐见的情境、素材与物理知

识融合,编入教材,以此提高教材的可读性,增强教

材的趣味性,从而更好地为广大师生服务,提高物理

教学的实效.
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挖掘教材的教育教学价

值,利用好教材中的素材,对教材进行深度研究,进
行二次开发,实现新课程标准倡导的“用教材教”.基
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以来,针对教学过分依赖教材的

弊端,提出了“用教材教”的理念,认为“用教材教”还
是“教教材”乃是区分新旧教学的分水岭[1].“教教

材”者常常把教材、教参作为教学的唯一,教材就是

权威,教师只是教材的忠实传授者,是被动执行教材

的教书匠.“用教材教”则是把教材作为一个参考、一
个借鉴、一个思路,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或

更改、或调序、或增减,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可惜教师

还是穿着新课标这双新鞋,走旧教学的老路.要实现

“用教材教”、实现对教材的二次开发就必须用好教

材中的插图,深挖教材插图的价值.

2 立德树人视域下教材插图的教学价值

2.1 培养学生批判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学生的高阶思维,是新思维的前

提,具有批判性思维可以促使学生遇到问题的时候

能够想到独特的解决方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是

初中物理课程的使命,2011版新课程标准要求“养
成实事求是、尊重自然规律的科学态度,不迷信权

威,勇于创新,有判断大众传媒信息是否符合科学规

律的初步意识”[2].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教师可以

利用对教材插图“吹毛求疵”,培养学生敢于质疑的

精神,教会学生能够质疑批判的方法.教材插图虽然

精挑细选,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众多的插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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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极少数存在不科学之处,或存在争议.带领学生

对这些插图进行“商榷”,可以帮助学生树立不迷信

权威的意识,并在分析过程中让学生习得批判质疑

的方法.
例如,在教科版第八章“力与运动”第2节“力的

平衡”导入新课时,创设生活情境:两个小孩才能提

起一桶水,一个大人就能提起,如图1所示[3].在图

1中,两个小孩提水桶的力方向不应该是竖直向上

的,而应该是斜向上,这一点学生在生活中有了真实

体验.教学中利用学生已有的经验、体验与教材插图

的矛盾,创设认知冲突,引起学生疑问,实现对教材

插图的质疑批判.具体可以先让两个学生上台合作

提起一桶水,然后说出感受:自己受到斜向下的拉

力,提水的力是斜向上的.然后,再让学生观察图1,
让学生发现其中的不妥之处.教师引导学生层层升

入剖析插图中不科学之处:第一,插图比例不对,小
孩与妈妈的身高基本一样;第二,F1 和F2 方向应该

是斜向上;第三,学完本节内容后还可以引导学生发

现表示F1>F2>F,3个力线段长度比例不对.

图1 教科版第八章第2节“力的平衡”插图

2.2 突破教学重难点

突破重难点是课堂教学的核心任务,是判断一

节课是否成功的标准,它关系到一节课教学效果优

劣,也是学生经过这一节课之后的重要收获.通过重

难点的突破,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知识,并在构建知

识过程中掌握物理方法.突破了教学重难点,学生才

能搞懂弄通知识点,才能掌握知识的本质及知识背

后的逻辑,这样学生才能实现知识、方法的迁移.为
了实现教学重难点的突破,教师经常会采用实验、联
系生活实际、回顾旧知识等方法帮助学生搭建脚手

架,但是对一些比较抽象的情境,利用好教材的插图

也可以破解学生学习困难,稀释了高度浓缩的物理

概念、物理规律,可以有效化解学生的学习难度,让
学生可以更轻松达成学习目标———掌握知识、提升

思维、习得方法,提高了学生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物

理学习自我效能感,促进学生物理学习的良性循环.
例如,在学习重力时,学生知道重力的方向是竖

直向下,也容易在纸上画出竖直向下,但是在生活中

竖直向下究竟是一个什么方向,还是有不少学生不

清楚,不理解.如果学生不能准确理解竖直向下究竟

指向何方,即使学生会做题,会画出物体所受重力的

分析图,也谈不上掌握了知识.教学中先利用苏科版

重力一节的图8 18(本文图2)[4],判断出小球重力

方向,并画出垂直于斜面的方向,以此让学生清楚

“微观”层面的竖直向下是怎样的方向,并能区分垂

直向下和竖直向下.然后,让学生观察人教版重力一

节图7.3 5(本文图3)[5],让学生清楚在“宏观”层
面,“下”在哪里,竖直向下指向何处.

  图2 苏科教重力一节插图  图3 人教版重力一节插图

2.3 提高实验观测效果

物理实验探究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手

段.初中学生对比较形象且与生活联系密切的事物

和情境兴趣浓厚.实验是物理学的魅力所在,可以形

象地将物理情境、物理现象展示出来.初中八、九年

级的学生刚开始学习物理,知识储备有限,思维水平

不高,思考问题还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利用好实验

探究活动可以给学生展示物理的魅力,从而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实验要达到预期教学效果,就需要有

较好的观测效果,但是教学中有些实验受制于学生

观察视角、实验物品大小等因素.利用插图开发观测

效果更好的实验,可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在演示惯性实验时,利用沪科版第七章章

末的“实践与总结”的实践活动图7 27(本文图4)
的启发[6],开发出更有观测性的实验.利用教室的讲

台、水杯、桌布将实验物品“放大”,保证更多的学生

都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实验效果.

图4 沪科版第七章章末“实践与总结”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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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加强物理与生活的联系,是落实新课标理念.一
方面,可以起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拉近物理与生

活、物理与学生之间距离的作用;其次,物理课堂密

切联系生活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物理学习要

求学生既动脑又动手,要求学生有较强的动手能力.
教材插图中很多素材情境都源于生活,学生非常熟

悉,用好教材插图可以密切物理和生活的联系,让学

生知道物理学习不仅是为了考试,更是为了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
例如,在苏科版第十章第5节“物体的浮与沉”

课后练习第6题制作潜水艇模型,如图5所示[4].这
一模型所用的材料塑料瓶、透明胶带、螺母、塑料管

等都容易找到,将学生分组,让他们分工合作,指导

学生自己制作一个潜水艇模型,并让他们在课堂上

展示,比较哪各小组上浮下沉效果最好,且做得最

美观.

图5 苏科版第十章第5节制作潜水艇模型插图

再如,人教版九年级“电压”一节,导入新课时配

了水果电池的插图,如图6所示.教学中指导学生寻

找器材自制水果电池,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和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图6 人教版九年级“电压”一节中的水果电池插图

2.5 吸引学生学习注意力

实验探究是聚焦学生学习注意力的重要策略.
实验探究往往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有些实验现象甚

至出乎意料,这可以极大调动学生“胃口”,使得他们

集中注意到新知识学习中,聚焦学生的学习注意力,
为顺利掌握新知识奠定基础.在开发实验探究活动

时,可以借鉴教材插图进行开发,有时甚至可以开发

出令学生觉得意料之外的实验现象,从而能够更好

地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
例如,苏科版第十章第3节“气体压强”课后练

习第4题的插图,如图7所示[4],就可以开发成一个

现象明显、结果出人意料的演示实验.本实验所需器

材漏斗、乒乓球都容易找到,操作简单,但是现象明

显,结果意外,能够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图7 苏科版第十章第3节课后练习题插图

3 利用插图开发探究活动的策略

3.1 将教材探究活动落到实处

教材上很多实验探究的插图,所用的器材多数

取材容易,大多为生活中的常见物品,教学中将这些

插图中的实验落到实处,不仅可以展示物理课堂的

魅力,激发学生兴趣,还可以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教师要克服惰性,要主动寻找实验所需材料,主动按

照插图的提示设计实验,甚至改进实验.例如人教版

八年级上册第60页图3.3 4的纸锅烧水,八年级

下册第72页图11.4 3的碰鼻实验.
3.2 利用习题插图开发实验

习题中的一些插图可以为开发实验提供启示.
对这一类习题不要停留在理论分析的视角,而应该

指导学生动手实践,找来器材动脑动手实践,探索其

中的物理奥秘.例如,苏科版第十章第3节“气体压

强”课后练习第3题的插图,如图8所示[4],是一个

覆杯实验.让学生按照插图找来器材,并按题干的提

示进行操作,对巩固本节知识和提升学生的实践能

力都有很大帮助.

图8 苏科版第十章第3节课后练习题插图

3.3 跨版本借鉴使用

现在初中主流的物理教材有人教版、教科版、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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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版、北师大版、沪科版、沪粤版等多个版本,每个版

本教材编者不同,插图不同,教学中借鉴其他版本教

材的插图不仅可以丰富教学资源,更可以开阔教师

的视野.例如,使用人教版教材的教师可以在相应章

节的教学借鉴前述苏科版、教科版、沪科版的插图.
3.4 跨章节使用插图

有时一个插图所构建的情境蕴含了不同的物理

知识,对同一个插图可以利用物理知识从不同的视

角进行解读,即可以根据需要跨章节使用插图.例
如,在马德堡半球实验的插图可以用在压强一节的

教学中,也可以用来说明同一直线上力的合成.再如

人教版八年级上册70页小孔成像的插图,如图9所

示[7],可以稍加改进变成演示惯性的实验.找来易拉

罐、气球、蜡烛等做成如图10所示装置,点燃蜡烛,
小孔对准蜡烛,用手弹橡皮膜,发现蜡烛很快就会

熄灭.

 图9 人教版八年级上册    图10 稍加改进的教材

    小孔成像的插图        插图实验装置

3.5 利用插图展开讨论

引导学生围绕插图从实验方案的完善与插图科

学性等方面展开讨论,可以激活学生的思维,促进学

生将感性经验升华为理性认知,且让学生的思维水

平得到发展,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学生后续物理

学科学习奠定基础.例如,前述讨论教科版中插图

(本文图1)的科学性,在设计制作图5所示的潜水

艇时,同学之间围绕材料选择、设计方法的讨论和完

善都可以很好地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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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ValeandUseStrategyofIllustrationsinPhysics
TextbooksFromthePerspectiveofMoralityEducation

MaoYongliang
(JiangyinQingyangJuniorMiddleSchool,Wuxi,Jiangsu 214401)

Abstract:Illustrationisanimportantpartofteachingmaterianlsandthesecondlanguageofteachingmaterials.

Makinggooduseofillustrationisanimportantmeasureforteacherstocarryoutdeepprocessingandsecondaryde-

velopmentofteaching materials.Byimplementingtheteaching materialexplorationactivities,developingthe

exerciseillustrationexperiment,usingillustrationforreferenceacrossversions,usingillustrationacrosschapters,

andusingillustrationfordiscussion,wecancultivatestudents′ctiticalthinking,breakthroughthekeyanddifficult

pointsofteaching,improvetheeffectofexperimentalobservation,improvestudents′practicalability,andattract

students′attention.

Keywords:textbookillustration;teachingvalue;use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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