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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已正式颁布,初中物理课程目标面向全体学生,力求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通过对人教版教材“小资料”中物理量数据的阅读、思考、观察、拓展等,开发、利用、设计“小资料”,从物

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4个方面谈如何对学生进行核心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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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已正式

颁布,明确提出初中物理课程目标要面向全体学生,

着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包含物理观念、

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4个方面[13].
面对刚开始学习物理的初中学生,如何让学生在物

理知识获得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如何高质

量地全面落实这一目标是我们每个义务教育阶段教

师面临的新的挑战[4].
“小资料”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13年教

育部审定的义务教育教科书《物理》中为学生提供

一些重要物理常数的栏目.该教科书中共有“小资

料”20个,八年级上册中“小资料”有14个,八年级

下册中“小资料”有1个,九年级中“小资料”有5个.
它不像其他教学内容有非常明确的教学要求,因此

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一带而过,忽视了“小资料”

所能反映的物理学科特点,忽视了利用“小资料”对

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下面笔者主要通过以一些“小

资料”为例进行设计,谈教学中如何重视利用“小资

料”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1 重视阅读“小资料”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物理

观念

  对于刚学习物理的学生,教师在对“小资料”的

教学中,首先要教会学生认真阅读“小资料”,能从

“小资料”中迅速找出所包含的物理信息,并能从物

理学视角对其进行表达,培养学生正确的物质观、运

动和相互作用观、能量观.

1.1 养成阅读并能正确表达“小资料”数据的习惯

“小资料”通常包含3个要素:研究的物理量、单

位、数据(大小),是以表格或图表方式呈现的,表格

的上方是题目,明确表格表示的内容,表格通常有两

行,物理量及对应的大小.如“小资料”中“一些物体

运动的速度”,物理量 ——— 速度,单位 ———m·s-1,

数据 ——— 对应物体的速度大小,可以从表中由物

体查出速度大小,也可由速度大小找出对应物体.
如同步卫星的速度大小为3070m/s,也可由速度

达到3000多m·s-1 时,对应的是同步卫星的运行

速度.

1.2 养成分析“小资料”中数据的习惯 正确把握

相应单位的大小

分析“小资料”中所给的数据,让学生正确把握

物理量单位大小、意义和表示方法.初学物理的学生

对单位的意义感受不深,如“小资料”中“一些长度

和距离”教学中可以设计这样的问题:把太阳的半

径7×108m换算成μm和km,通过换算发现单位不

同时,数值不同,从而了解没有单位,数据就没有意

义.再如“小资料”中的“一些长度和距离”中给出了

我国铁道标准轨距是1.435m,轨距是学生们熟悉

的距离,通过想象,学生了解1m的长度大概有多

长,借此再让学生估计教室的长、宽,估算教室的面

积,培养学生的估算能力,养成建立正确物质观的好

习惯.再如对“小资料”中的“人对不同强度声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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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部分,可让学生通过拖拉机开动声音强弱的

等级是100dB,感受dB大小与人的感受的关系,再

进一步举例,超过115dB的噪声会造成耳聋,在平

均70dB的噪声中长期生活的人,心肌梗死发病率

增加30%,噪声达到95dB,40% 的人瞳孔会放大

等.这些数据可让学生掌握噪声强弱与对人造成的

危害程度之间的关系,让学生形成正确的关于噪声

强弱的能量观.

2 重视思考“小资料”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的能力

  核心素养的科学思维能力包括模型建构、科学

推理、科学论证和质疑创新4个方面.

2.1 利用“小资料”中的数据设置问题 加强学生

对模型建构方法的理解

建构物理模型是学好物理必须掌握的一种方

法.初中学生刚刚接触物理,所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

理解模型建构的方法非常重要.比如在学习了匀速

直线运动这一理想模型后,可以设置这样的问题:请

问“小资料”的“一些物体运动的速度”中物体都在

做匀速直线运动吗? 如果要说它们在做匀速直线运

动,各需要添加哪些条件? 有没有不可能做匀速直

线运动的物体? 通过思考与讨论及教师的引导,得

出答案如上海磁悬浮列车的速度可达120m/s是正

常平稳时的速度,不考虑空气阻力的情况下才具有

的;同步卫星的运行轨道是圆周,不可能做匀速直线

运动等等.通过这样的问题解决,学生可以理解匀速

直线运动是一理想情况,是物理学中为了研究问题

的方便,忽略一些次要因素时建立的一种运动模型,

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这一模型建构的方法在今后

的物理学习中会经常用到.

2.2 利用“小资料”中的数据总结规律 培养学生

科学推理及科学论证能力

通常在“小资料”给出前,该物理量的相关教学

已完成,这时可通过“小资料”强化学生对该物理量

概念和规律的理解和掌握,让学生通过对“小资料”

表中数据相关信息的观察、比较、分析得出相关规

律,培养学生科学推理、科学论证的科学思维习惯.
如“小资料”中的“一些介质中的声速”,教师可引导

学生结合前面所学有关知识观察表格,问:从表格中

可以总结出哪些关于声音方面的物理知识? 学生们

经过对表格的分析发现:

(1)从题目可以看出,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

(2)从所给介质可以看出,传声的介质可以是

气体、固体和液体,真空不能传声;

(3)声音在不同温度的空气中传播的速度不

同,说明声速的大小除与介质的种类有关外,还与介

质的温度有关;

(4)可以看出,一般来说声音在固体中传播速

度比液体、气体中大,等等.
鉴于义务教育的基础性、全面性和实践性,新课

标更强调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选择符合学生认知

水平的教学方式,在上面的问题设置中,可以根据学

生的现有能力情况,设置一个大问题,也可以分成4
个方面的小问题来设置,以达到培养学生善于思考、

善于总结的科学思维习惯.

2.3 利用“小资料”中数据自编习题 培养学生质

疑创新能力

利用“小资料”自编习题,习题形式可以多样

化,如选择题、填空题、实验题、简答题、计算题等.自

编习题需结合学生生活经验及认知特点,可联系物

理科技的发展及应用,创设学生熟悉和感兴趣的具

体情境,如以下例题.
【例1】(简答题)小明同学查看“小资料”中的

“用电器的电功率”后说,一台空调的耗电量相当于

50台电扇的耗电量,所以为了节约用电,我们还是

用电扇好.小明的说法对吗? 你认为应该如何说?

你能否利用家庭电路设计一实验检验你的观点是否

正确?

【例2】(填空题)我们从“小资料”中的“自然界

的一些温度”知道绝对零度是-273.15℃,绝对零

度其实指绝对温度零K,绝对温度是绝对温标表示

的温度,它是1848年,英国科学家威廉·汤姆孙·开

尔文勋爵(1824-1907)建立的一种新的温度标度,

称为绝对温标,它的量度单位称为开尔文(K).这种

标度的分度距离同摄氏温标的分度距离相同.它的

零K相当于-273.15℃,因此,绝对温度T 与摄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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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t之间的关系式是 ,酒精的凝固点的

绝对温度是 K.
【例3】(实验题)妈妈买了一条金项链,让你给

她鉴别一下真伪,请你利用“小资料”里“一些固体

的密度”中的数据,设计一实验,请写出实验步骤.
【例4】(选择题)关于“小资料”中的“一些物体

的动能”,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A.抛出去的篮球的动能在空中约为30J

B.从10m高处落下的砖块动能增大,重力势能

减小

C.从10m高处落下的砖块的动能大小与砖块

的初始状态无关

D.一头牛的质量大约是一个人质量的4倍,所

以一个人行走时的动能约为15J

3 重视观察“小资料”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的能力

  让“小资料”中的数据唤起学生的实验探究意

识,加强学生对物理学科实验属性的认识,激发学生

实验探究的兴趣,培养实验设计及操作能力.

3.1 让“小资料”中的数据引发学生的实验探究意

识和兴趣

教学中,要让学生明白“小资料”中的数据不是

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单单计算出来的,而是通过

测量仪器,通过实验方法得出来的,有的方法需要经

过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探索出来,我们今

天可以重温科学家的探索之路,掌握科学探究的方

法.如“小资料”“一些长度和距离”教学中,可以问

学生:表格中的数据都是用测量仪器测出来的吗?

不都是.如从表中可以看出,人的肉眼是无法看到

10-7m的,只能用特殊方法获得,上高中后可以学到

用油膜法测分子直径的方法;教师还可以向学生介

绍物理学史上科学家对微观领域长度大小的实验探

究方法等.

3.2 选择“小资料”中的数据 布置具体的实验探

究任务

教学中可以按照实验探究的步骤要求,让学生

设计探究“小资料”中数据的实验方法,培养学生实

验探究的能力.如“小资料”中的“一些固体的密

度”“一些液体的密度”等,教学中可问学生:看到这

些数据,你们想过它们是怎样测出来的吗? 规则固

体的密度容易测量,但如果物体的形状是不规则的

呢? 如果是液体呢? 要用到哪些测量仪器呢? 同学

们回去想一想有哪些方法? 也可让有兴趣的学生到

实验室去试一试.再如“小资料”中的“一些物质的

比热容”教学中,同学们经过分析比热容表,找出水

的比热容最大;物质的比热容与物质的种类有关,不

同物质的比热容一般不同,教师可引导学生设置实

验“探究物质的比热容与物质的种类有关”,让学

生拿出实验方案并进行实验,对实验数据进行处

理等;通过实验让学生掌握控制变量法等科学探

究的方法.

4 重视拓展“小资料”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责任

  科学态度与责任包括科学本质、科学态度和社

会责任3个方面.

4.1 追寻“小资料”的物理学史 培养学生正确的

科学本质观

科学本质是指对于科学知识、科学研究过程、

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方面最基本特点的认识.有

的“小资料”的数据可反映物理学在该领域发展的

大体历程,有的“小资料”数据的发现浸透了科学

家们大量的心血.结合这些数据,通过对数据发现

的过程及产生的历史背景等方面的介绍,让学生

意识到科学发展的艰辛与曲折,从中体会到科学

研究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与物理知识同样

重要.如“小资料”中的“自然界中的一些温度”,可

通过对绝对零度的介绍,讲述科学家们在超低温

领域的奋斗历程及取得的辉煌成就,激发学生热

爱科学、献身科学的远大志向.再如“小资料”中的

“一些物体的质量”教学中,可以问学生:地球的质

量是6.0×1024kg,这么大的质量能用天平测出

吗? 由此引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介绍牛顿从

1665年开始研究到1685年正式发现万有引力定

律,花了整整20年的漫长时间,树立学生对科学家

的崇敬之心,培养学生严谨认真、持之以恒的科学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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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联系“小资料”中的数据 培养学生联系生活

实际及勇于创新的科学态度

义务教育新课标强调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

走向社会.将“小资料”的数据结合生活中的数据,

让学生充分感受到物理与生活实际的关系,体会物

理知识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的重要性.如“小资料”中

的“一些物体运动的速度”教学中,可进行以下联

系:“小资料”表中小轿车的速度是多少? 家庭小汽

车速度表中显示的汽车速度是多少? 为什么这两个

数据差别这么大? 汽车速度表中通常用什么做单

位? 如何把表中小轿车的速度换算成汽车速度表中

轿车的速度呢? 通过这样的换算,你们是否掌握了

这两个单位间的换算关系呢? 像这样的组合单位的

换算以后我们经常要用,你们是否掌握了这种方

法? 这样我们不仅强调了学生对单位的重视,同时

让学生理解了国际单位制的单位与实际单位的区

别,体会了不同单位的取舍与生活实际密切相关.再

如“小资料”中的“一些物质的比热容”教学中,将水

的比热容最大这一特点应用到生活中,设计问题情

境:水的比热容最大在生活中有什么应用? 为什么

在海边大家会发现海水和沙子在同一时刻的温度会

不一样? 在学生们的交流、讨论、推理下,加深对比

热容概念的掌握,培养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生活

实际的科学态度.
同样,“小资料”中的很多数据与现代科技发展

也有很大关系,结合数据介绍与此有关的现代科技和

发明成果,培养他们关心前沿科技发展的动态,养成

尊重事实、敢于质疑、善于反思、勇于创新的科学态

度.如“小资料”中的“一些介质中的声速”中,教师可

把海水中的声速与回声探测仪的发明联系起来,讲解

利用回声探测仪测出海水深度及物体到海水中障碍

物之间距离的方法,介绍为什么回声探测仪是现在被

广泛应用于国防、海洋开发事业的声呐装置的雏形.
可见,科技的发展与物理学的知识是紧密联系的,培

养学生关注科技、勇于创新的科学态度.

4.3 欣赏“小资料”的数据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和社会责任感

每个“小资料”中的数据都饱含了自然界的科

学美,“小资料”中定性与定量数据的呈现方式不

同,但每一个数据都与生活紧密联系,都是人类探索

自然付出的辛劳和智慧的结晶.表格中物理数据的

规律呈现了自然界这种对称、和谐、统一美.如“小资

料”中的“人对不同强度声音的感觉”,图文并茂、文

字简洁、一目了然,结合图教育学生在公共场合不能

大声喧哗,在教室、图书馆等地要保持安静,以免对

别人的学习、休息造成干扰等,培养学生热爱自然、

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感.
利用“小资料”中的数据向学生介绍我国的科

学技术成就,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社会主义

祖国的热爱,树立为民族复兴、祖国富强而努力学习

的志向.如“小资料”中的“一些长度和距离”展示了

物理学关于测量发展的大体历程,结合这些数据,可

让学生上网查《中国古代计量发展史话》等,了解中

国古代创造发明了许多计量测量原理、方法和器具,

达到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再

如,看到“小资料”中同步卫星的速度,可结合我国

现阶段的航天大事向学生讲述我国在航天领域的发

展与成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等.

5 结束语

“小资料”,大作用,利用得好有助于学生核心素

养的培养.本文从核心素养的4个方面进行了关于

课本小资料的设计利用,这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更多

教师能从“小资料”中设计出更多有效培养学生核

心素养的教学内容,无论新教材是否再以“小资料”

的方式呈现,都希望教师们发现“小资料”或类似材

料中物理量数据的更多可利用之处,设计更多更灵

活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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