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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课程理念下,利用生活中常见的材料和器具自制成教具进行中学物理实验教学,能激起学生的学

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因此,研究自制教具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应用非常重要.本

文对新课程背景下对实验器材的创新要求进行了分析,深入探讨了自制教具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必要性及自制教

具对物理教学的作用,并列举了自制教具的案例,说明自制教具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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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存在着很多不容乐观

的现象.教学实验器材短缺,部分教材实验用视频播

放取代,学生感觉物理学科的趣味性不够浓厚,加之

没有亲自感受实验,导致对实验中涉及到的知识感

悟得不太深彻.自制教具只有被为数较少的教师重

视,大多数教师对自制教具的认识不够到位,不清楚

自制教具对中学物理教学为什么有必要和有哪些作

用.基于新课程改革对实验器材的创新要求及现阶

段大部分学校出现的实验器材匮乏、落后等状况,笔
者对自制教具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必要性和作用进

行了研究,研究和实践表明,自制教具在教学中很有

必要并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2 新课程改革对实验器材的创新要求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新课标对中学实

验器材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从新课程改革对实

验的创新原则[1]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在新课程

改革背景下对实验器材提出了以下4点要求.
2.1 绿色环保 节能减排

在实验器材的选取或教具制作的过程中,要求

实验仪器绿色环保、节能减排.有些科学实验器材会

产生废液、有毒气体和有害残留物,还有一些实验器

材耗能较大.如果我们只一味地注重实验教学效果,

而忽视了实验器材对环境和能源的影响,那么不但

会造成能源浪费,而且会造成空气污染,水质污染,

甚至会危害师生的身体健康.这种不良的处理方式

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不利于我们所提倡的

“绿色环保、节能减排”意识的建立,同时也背离了

新课程中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因此学会

利用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的实验器材进行教具的制

作,可以帮助学生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培
养其保护环境、珍惜能源的意识和责任感.
2.2 源于生活 简约易行

实验器材要易于从日常生活中获得,这样才能

保证实验器材的可取性.实验器材简易,实验过程操

作简便,做到实验效果明显且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
过于复杂或繁琐的实验仪器不易于学生集中精力和

注意力,不易抓住事物的本质和激发学生对实验产

生浓厚的兴趣,学生看到这样的实验器材就不愿动

手,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学生动手操作实验

的欲望.因此,我们要学会利用易于生活当中获取的

器材制作简约易行的教具,让学生学得更轻松、更有

效率.
2.3 避免伤害 保障安全

安全是一切科学实验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也
是新课程对实验器材创新不可缺少的要求.纵观近

几年的校园安全问题,实验室里发生事故的现象屡

见不鲜,这不仅直接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了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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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间接的给大家带来一些做实验的阴影.在实验

过程中一旦出现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在利

用实验器材制作教具时,要认真细致且全面地思索

器材中的不安全因素,并想方设法地制订出避免或

改进措施.尽量不要涉及到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易腐

蚀、形状锐利和剧毒物质的实验仪器.若必须要用此

类仪器实验,一定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保证实验

的安全进行.因此学会如何利用实验器材自制安全

系数较高的教具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
2.4 新奇有趣 激发兴趣

不同的实验器材能演示出相关的物理现象并得

到同一个结论,但如果能让实验变得更有新意,教学

效果就可想而知.新奇的实验能激发学生对物理世

界的探索欲望,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培养其对物理的

学习兴趣,从而主动地去打开物理的奥秘学习之门,

进而提高学习质量.由此可见,教师应学会利用实验

器材制成有新意的教具进行教学,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使学生对实验产生兴趣,积极参与到实验的探究

与设计的活动当中来,进而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

3 自制教具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必要性

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学生更青睐于有实验的课

堂.因为在实验过程中,他们不仅能直接观察到很多

有趣的实验现象,并且在实验结束后能够很容易得

到物理先驱们所归纳出的重要结论.部分中学(特别

是农村中学)却因为实验器材不足或短缺,导致一

套器材几个教师轮流使用,不便于教师合理安排教

学的进度和学生的知识学习.因此,学会利用身边的

器材自制教具,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就显得尤为必要.
3.1 现象直观 感受真切

在中学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师运用直观教学法,

通过教具演示及学生亲身感受实验,可以较好地激

发学生对实验的探究兴趣,让学生从实验中观察实

验现象,结合物理原理思考其原因,从而准确概括,

得出实验结论,进而提高获取知识的能力.
3.2 自制补缺 以新取旧

目前我国中学物理教学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

节,如教材配套的相应实验存在器材不足、所使用的

实验器材过于陈旧、制作繁杂、不易操作[2]等问题.
因此,在物理教学中会带来很多的不便和影响.面对

这些问题,我们如果能够利用身边的一些物品积极

思考进行实验器材的改进或制作,并合理利用到物

理教学之中,不仅缓解教学时实验教具不足的难

题[3],还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动手实践能力.
3.3 激发热情 培养态度

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使用自制教具,可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课堂活跃起来;运用自制

教具,能有效地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激发和培养

学生的创新潜能和创造精神;通过自制教具,培养学

生的科学态度,尊重科学技术知识的素养.因此,在
实验教学中除了利用学校实验室配备的实验器件,

还要善于发现和利用生活中的材料,做好实验教具

的自制自筹工作.

4 自制教具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笔者通过在中学物理顶岗实习期间的经验以及

相关“自制教具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作用”资料的

查阅,将自制教具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作用归结如

下.
4.1 激发兴趣 活跃课堂

兴趣是学生学习和实践活动的内在积极因素,

强烈而持久的兴趣是学生学习活动顺利进行的必要

条件[4].对刚接触物理的初二学生来说,只要激发起

他们对物理的兴趣,他们就会以满腔的热情,积极主

动的态度投入到物理学科的学习中来;而对于高中

学生而言,由于知识量度和深度的加大,思维能力的

加强,更需要物理教师在课堂教学上给予学生更多

的兴趣和动力,使物理课堂变得开放、活跃、有趣,自
然而然就会有很好的教学效果.
4.2 充分发挥演示实验的作用

自制教具一般取材简单,制作容易,便于操作.
虽然没有像专业实验制造厂出产的实验仪器那么华

丽贵重,但是实验的全部物理过程都能呈现出来,从
而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认识物理现象的本质[5].演示

实验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实验教学成败,进而影

响到学生学习效率的高低.成功的演示实验,可以调

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能力、思
维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观
察演示实验的实验现象,可以建立学生的感性认识,

使学生去积极思考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利
用自制教具进行演示实验,在物理教学过程中起着

—93—

2016年第4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非常重要的作用.
4.3 激发创造性思维 培养科学洞察力

伟大的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曾说过,“实验的教育

价值往往与仪器的复杂性成反比”.学生用自制的仪

器,虽然会出一些小毛病,但它却会比让学生用仔细

调整好的仪器学到更多的东西.仔细调整过的仪器,

学生用起来易于依赖,不易启发思维,不敢拆开零

件,只能按部就班地完成实验任务.所以,在教学中

使用自制教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独立性,还
可以培养他们的认知能力,激发创造性思维[6],且使

自身的调控能力不断增强.
4.4 培养学习的主动性

对于很多中学而言,实验室里的教学实验仪器

数量有限,通常都是几个学生一个小组,由于课堂时

间有限,可能主动性差点儿的学生就没机会亲自尝

试实验,更别谈观察实验现象和得出结论[7].另外,

实验器材的使用一般都强调要按步骤操作,如果非

正常损坏,则要赔偿,甚至罚款,因此,学生普遍存在

害怕心理,使用时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学生处于被

动的实验状态,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了抑制.
而自制教具取材容易,制作简便,损坏后可以再制

作,这是商品仪器无法比拟的,它能有效地提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另外,学生通过自制的教

具,能加深对教材内容的深入理解,提高了学习的主

动性.如制作“火警报警器”,学生参照课本制作出了

火警报警器[8],这个过程不但加深了学生对原理的

理解,同时增加了他们的成功体验,觉得自己很了不

起,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
4.5 拉近物理课堂与生活的距离

曾几何时,生活中常见的塑料瓶、气球、乒乓球、

水盆等走进我们的物理课堂,我们可以用薯片纸桶

做照相机,将泡沫改装成纵波演示仪,就连小时候玩

过的玩具也能派上用场,演示各种不同且新奇有趣

的实验.物理实验仪器不再是冰冷的、离我们很遥远

的“工厂制造”,而是教师用生活中的各种各样信手

拈来的材料,不用任何特殊工艺“纯手工打造”.这样

的物理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期待下一次的

新花样,让他们再想扔某一样东西时还会想它还可

以做什么有意义的物理实验[9].通过自制教具的制

作和演示,让学生感受到生活中的每一个物品似乎

都与物理有了联系,物理变得无所不在,这样就自然

而然地拉近了物理课堂与生活的距离.

5 自制教具案例分析

众所周知,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电学部分的教学

是最让教师和学生头疼的.不仅是因为电学里面的

知识比较抽象难懂,还有很多的电学实验如果教师

不经过对实验器材创新是根本无法演示出来的.所
以如何在电学部分利用已有器材进行教具的设计和

演示是摆在众多物理教师面前的一个难题.现在本

文以一个自制教具在电学中的实验演示为例,研究

自制教具在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19世纪30年代,法拉第提出了一种观点:他认

为电荷的周围存在着由它产生的电场,处在电场中

的其他电荷受到的作用力就是这个电场给予的[10].
针对教材中这样一段文字性的叙述,教师如果只用

平铺直叙的话语讲授给学生,学生既会对电场这样

一个概念觉得很抽象,又会觉得电学的课堂比较乏

味.因此,考虑一种自制教具来演示电荷产生的电场

与另一带电物质的相关现象,不仅能让学生清楚认

识和验证法拉第的正确观点,并且还能饶有兴趣地

学习电场的相关知识,启发思维,产生浓厚的学习兴

趣.我们自制的实验教具如图1所示,操作简便、现
象直观、实验效果好,利用其组成器材还能演示高中

电学的其他部分实验.

图1 自制教具展示

5.1 制作方法

5.1.1 制作材料

铁架台,瓶盖开孔的塑料瓶,水,水盆,起电机,

胶带.
5.1.2 制作步骤

(1)将瓶盖开孔的塑料瓶固定在铁架台上;
(2)用胶带把带孔的瓶盖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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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塑料瓶内加入适量的水;
(4)将水盆放置在塑料瓶口的正下方;
(5)将起电机摆放在塑料瓶口的一侧,使集电

杆靠近水流方向.
5.2 演示探究电荷周围存在电场

5.2.1 实验器材

铁架台,塑料瓶,红墨水,水盆,起电机,双面胶.
5.2.2 实验原理

起电机转动起来后,由于产生了电荷,其周围就

产生了强大的电场.而流动下来的水滴是极性分子,

里面由带正电荷的 H+ 和带负电荷的 O2- 组成.由
于正负电荷在电场中会受到电场力的作用,发生定

向移动.
5.2.3 实验步骤

(1)将实验器材整理好后,拆开胶带,观察从瓶

孔处流出水的走向;
(2)旋转起电机手柄,再次观察从瓶中流出水

的走向;
(3)思考分析实验所产生的现象,得出我们所

要验证的结论.
5.2.4 实验现象

起电机未转动时,水流竖直向下;当用力转动起

电机后,观察到水流方向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如图2
所示.

图2 自制教具实验演示现象

5.2.5 实验结论

电荷的周围存在着由它产生的电场,处在电场

中的其他电荷受到的作用力就是这个电场施加的.
5.3 本套自制教具的创新之处及教学作用分析

使用本套教具教学的创新之处在于不拘泥于以

往的教学思路,其重要作用也主要体现在教师的演

示实验,突出了“其他电荷受某一或某些电荷所产生

电场的作用”的结论的建立过程,让抽象陌生的物

理问题变得形象具体,避免了以往的简单呈现;优化

了实验效果,增加了一些思维的宽度与深度;在实验

的教学设计中,渗透了物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自制教具的演示实验,让学生对

法拉第的观点进行积极的思考和验证,并从中习得

知识和激发对电学知识学习的兴趣,另外会对后面

知识的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教师利用此套自制教

具进行教学,会使课堂更加生动、直观、有趣,避免了

空洞乏味的讲解.

6 结语

通过对本次课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自制教具在中学物理教学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新课

程改革的步伐还在不停的前行,作为21世纪的青年

物理教师,在物理实验教学方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值

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究.就如自制教具在教学中的必

要性和作用,或许这只是我们所考虑到的很小一部

分而已,更多的经验和结论还值得广大从事物理教

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在以后的教学和研究中不断发

现和交流.
参 考 文 献

1 刘继和,刘东方.教师实验教学素养的提升.重庆:重庆

大学出版社,2013.46~49

2 王超.浅谈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自制教具的必要性.湖南

中学物理,2011(6):19~20

3 刘有菊.中学物理教学中的自制教具.保山师专学报,

2000(4):30~31

4 周胜凤,关民.如何在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05(6):77~78

5 张立娜.自制教具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作用.中国现代

教育装备,2012(22):124~125

6 沈新家.自制教具在物理教学中的独特地位及作用.普

教天地,2003(7):45~47

7 郝志方.浅谈自制教具与中学物理教学效果.现代教育

科学,2005(2):59~60

8 王永刚.中学自制教具的研究:[学位论文].成都:四川

师范大学,2009

9 杨廷刚.浅谈自制教具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新课程研

究,2007(12):58~59

10 张大昌,彭前程,张维善,等.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

科书物理选修3 1.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0~

12

—14—

2016年第4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