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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对教师优化作业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双减”背景下,教师如何发挥物

理学科特色,从3方面探寻初中物理作业的有效设计,描绘思维导图,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发掘教材习题,促进学生

积极学习;开展家庭实验,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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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面简称“双减”),对

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做出明确的规定,要求全面提高

作业质量,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并提出具体措施、

指明实施方向[1].
在当下,作业被赋予前所未有的价值期许,既作

为每个学生学习生涯的中心,又缄默地决定着学校

的教育水准,还极大地牵动着每个家庭对教育的关

切.教师作为“双减”政策落地的最前沿实施者,需

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作业设

计,使作业“减量增效”.
就初中物理作业而言,应以提升学生物理学科

核心素养为主旨,以巩固物理课程内容为基础,以发

展学生科学思维为重点,促进学科教学实践,满足学

生发展需求[24].本文结合长期教学实践,提出“双

减”背景下初中物理作业设计的有效策略:描绘思

维导图,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发掘教材习题,促进学

生积极学习;开展家庭实验,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1 描绘思维导图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双减”背景下,初中物理教师需要与时俱进,

更新教育观念,优化物理作业,以核心素养、元认知

理论、构建主义理论为依托,以学生思维发展的完整

性为目标,从学生已有的经验、现实水平出发,通过

描绘思维导图,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活动.在平时的教

学中,每学完一章节,抑制“题海战术”,设计“思维导

图”式的作业,学生学习的知识就会由点到面,真正

实现思维发展的结构化、完型化,丰富和完善知识体

系,促进科学思维真实有效的发展.

1.1 优选作业内容

初中物理学习内容分为几大板块:声、热、光、力

和电磁.各个板块之间联系不是很大,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就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对单元知识结构的构

建.当学生按照自己的理解把一些零碎的知识整理

合成在一张导图上时,学生就初步具备了应用知识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日积月累,这些能力得

以锻炼和提升,学生把这些知识灵活地迁移到新的

情境时,他们就会具备较敏感的问题意识并收获意

义感,从而发展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1.2 创新作业形式

在特定的时候,布置合理的作业,作业的科

学有效设计是前提,作业设计要在单元整体教学

内容和目标的框架下进行,注重培育学生物理学

科素养.初二是学习物理的起始年级,学生对这

门学科充满着好奇.例如,在学习了第一章“声现

象”后,指导学生用思维导图整理知识结构,调动

学生自主复习、自主构建所学知识的积极性.为

了鼓励广大的学生参与,笔者所在备课组就举行

了“我来画一画”的第一次物理学科活动.思维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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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构建也有助于学生物理知识体系的形成,通

过构建思维导图,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物理的

习惯.学生交上来的作品很多都很有创意.图1和图

2为其中的学生作品.

图1 学生作品1

图2 学生作品2

1.3 优化作业评价

为了激励学生学习的兴趣,设置了校一、二、三

等奖,并在电子荧幕进行滚动投放,同时为了扩大影

响面,物理组编写了《当青春期遇上物理》的文章,

在学校公众号上进行了推送,截图如图3所示.
教师要充分利用单元整合教学法,在对教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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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整体实施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单元教学目标

的细化,以进一步凸显各自知识点的内在逻辑关系,

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苏科版初中物理教材共计18
章,教师可将其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整合和优化,最后

形成的声、热、光、力和电磁等这几大板块,教师在完

成相应教学内容后,举行学科活动,布置相应的概念

图整理作业,展示优秀作业,鼓励学生间相互学习,

实现共同发展与进步.

(a)

(b)

(c)

图3 学校公众号截图

2 发掘教材习题 促进学生积极学习

教材上的习题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

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但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很多老师直接忽视这些教材习题,使教材习

题效能被严重弱化.

2.1 教材习题的解读与分析

在苏科版教材中,“www”习题充分体现了新课

程理念,是促进学生从知识向能力转化的重要途径.
苏科版“www”习题题型有选择、填空、作图与图像、

计算、说理、实验与探究、小制作、调查与实践、写作

辩论等.这些习题题型多样化,来源于生活、社会、科

技、文化等领域.这些丰富多样的习题,不仅可以激

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学会适应不同的问题情境,增

强灵活应用物理知识的能力,也有助于拓宽学生知

识面和提高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物理教材习题中选择、填空、计算与作图,这类习

题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学生巩固课堂知识,提高学生运

用物理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可以在新授课后布

置这些习题,这类习题难度低,学生做这些习题,夯实

了基础,同时也确保大多数学生有针对性的训练.
物理教材习题中说理、实验、调查实践和论文写

作等,这类题型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学生认知能力的

发展,即发展学生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思维.这些习

题综合性比较强,通过语言表达、小探究、搞创新等

多种形式的有机结合,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这些习题蕴藏着丰富的科学思想和

人文精神教育因素,是育人的重要资源,学生完成习

题的过程也是引导和促进学生成长的过程.

2.2 基于教材习题的作业设计

苏科版物理八年级上册,“速度”一节,“www”

习题中有如下一道习题,附图见图4.

图4 喷气火箭

【习题】用下列方法制作“喷气火箭”:

(1)将气球吹大,并用夹子把口封紧.
(2)从一根吸管上剪取一小段,用胶带把它固

定在气球上.
(3)将一根细绳穿过吸管,并水平拉直,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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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气火箭”运动的轨道.把封口的夹子松开,气球

就会向前运动.
请测量这个“喷气火箭”通过全程的速度.
学生在小学学过速度,初中数学也涉及过速度

应用计算,在物理课上学习速度时,没有那么多新鲜

感了,如果布置常规作业,就很难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笔者在教授“速度”这节

内容过程中,在课堂巩固环节,把这个习题设计为课

内作业,并以学生分组实验的形式实施.研究对象

(气球)源于生活,学生倍感亲切;实验现象“有图有

真相”,学生兴趣盎然;分组实验“做一做”,学生有对

话、有合作、有思维、有实践.通过“精密”测量后,计

算出气球的速度,俨然一个“小科学家”.既在课堂

“再起风云”,又在课后引发再探究(对真正火箭原理

的探究);既锤炼学生测量物体运动速度的技能,又

为“力和运动”的学习埋下伏笔;既帮助学生建立了

运动观念,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又能培养学生科学态

度和责任(科技强国的爱国情怀).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像一位厨师,而教材上的

习题就是厨师菜单上的食材,如果教师在平时教学

中,都能用好这些食材做出一桌桌美味的大餐来,那

么学生深深喜欢上物理这门学科就不是一件难事.
对教材上习题的处理,教师不能将其打入“冷宫”,不

闻不问,更不能在课后把学生引入题海,搞题海战

术.重视教材习题,根据学情,对其进行挖掘开发,让

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提升学

生的学习效率,起到减负提质的效果.

3 开展家庭实验 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书面作业是教师们在教学过程中布置作业的主

要形式,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只有这类作业,

就不利于学生深入理解物理知识.虽然学生在课堂

上听懂了,知识被机械地“灌输”到脑子里,再通过

“刷题”去巩固,但是这样的浅层学习方式,学生没

有关键能力的提升,没有核心素养的养成,很难“应

对”当下中考(素养导向),也不能获得全面发展.物

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如果能充分发挥物理学科特色,设计以实验为载体

的物理作业,使学生亲身经历或探索物理规律的生

成过程,就可以有效促成学生深度学习.

3.1 开展家庭实验的可行性

学生将身边随手可得的瓶瓶罐罐、生活用具或

某宝网上获得的一些物品当成实验器材,在家里独

立或者分小组,也可以在家长的协作下完成一些实

验.在完成物理家庭实验前,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必要

的技能培训,包含以下内容:
(1)如何用手机拍摄实验视频,这里有拍摄角

度、实验细节,后期用哪些软件对拍摄视频进行

剪辑;
(2)物理家庭实验应该包含哪些基本环节,如

实验名称、实验器材、实验原理、实验过程、实验现

象、实验结论,在实验时应该有旁白等.
3.2 家庭实验作业的设计

笔者在带一届学生从初二至初三的物理教学

中,通过物理家庭实验启蒙,吸引和激励了更多的学

生参与到学习中来.这样的作业作为学生自主学习

的一种学习模式,既是初中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算是培育学生高阶思维的重要载体.下面是笔

者设计的“魔罐”实验案例.
在学习“动能、势能、机械能”之前的一个周末,

笔者布置学生在家里完成“魔罐”小实验(图5).学

生用到的器材有一个空的罐子、一根橡皮筋、一个小

重物(如小铁块).首先用小刀在罐子的底部和顶部

各戳一个小洞,打开盖子,把橡皮筋中间绑上的重物

放入罐内,橡皮筋从两个洞内穿过并固定好.把罐子

放在地砖上,轻轻往前一推,就会发生神奇的事情,

罐子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来来回回滚动.学生很好奇

这一好玩现象背后的原因,他们就会自发去琢磨这

个现象背后的物理原理,并引发进一步的实验探索.

图5 “魔罐”

3.3 家庭实验作业的“蝴蝶效应”

根据学情,在周末布置家庭实验,好处诸多,学

生的兴趣在动手实验中得到了激发,学习的积极性

(下转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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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调动.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临近周末,学生总是

主动来问,这个周末又要做什么实验.之后,总能发

现有些创意的实验视频,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

力、应用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在一次次动手锻炼中得

到了提升.家庭实验的开展实施,帮助学生建立了正

确的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完善了学生头脑中的知

识体系,提升了学生的核心素养.初中的孩子处于青

春叛逆期,物理家庭实验的开展,使得家长和孩子有

了共同的话题,有些家长甚至会全程参与到这项作

业中来,一起实验、一起分析总结,增进了亲子关系.
学生在初中物理学习过程中,要经历两个寒假

和一个暑假.长假期的作业切记不要一刀切,要多样

化,要把教学重心从关注学生的考分转移到关注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升、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

养成、关注学生持续学习所获得的全面发展.在具体

实施过程中,要整体布局,系统设计,有序推进,笔者

所在的初三物理组,就设计了独具“物理特色”的寒

假作业.
温故篇:《快乐寒假作业》5个练习有选择性

完成.
娱乐篇:观看电影《星际穿越》《流浪地球》(二选

一);《王亚平太空授课》视频,观看北京冬奥会,观

后与家人、朋友、同学聊一聊其中涉及的物理知识.

实践篇:(1)收集家里使用的电器,统计出型

号、电功率、含义,以手抄报呈现;(2)了解2021年国

内外与物理相关的重大项目,如航天、军事、核电能

源等,以手抄报呈现;(3)在古代的诗词中,往往蕴

含着丰富的物理哲理,制作一个古诗物理荟萃,精妙

的赏析配上唯美的插图,以手抄报呈现;(4)参考九

年级上册物理教材第105页,用电学盒子中的相关

器材,设计制作一个模拟的调光台灯,以电子照片和

视频呈现,以上4项任选一项完成.
提升篇:学有余力的同学,完成近3年无锡中

考题.
作业是学校教育的“名片”,是家庭对教育的“关

切”,是学生学习生涯的“中心”.随着“双减”工作的

深入推进,作业必须“减量增效”,笔者作为一线教

师,对于“如何优化作业设计”的研究与探索,将一

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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