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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理课标对物理实验教学的要求

1.1 实验的内涵

实验是指对已经认定的科学定理和试验结果进

行验证性的试验,一些实验的结果往往是已经知道

的或者是确定的,进行实验的目的是为了验证结果

或找出与结果不同的实验条件,很多时候还是为了

教育或培训学员,让学习者通过实验掌握一定的科

学知识.同时,实验是一个名词,因此我们常说做实

验和进行实验.但实验又不能说全部都是为了证实

已知的结果,很多时候也是为了找出新的条件和改

变已经不适合的结果,从而具备与试验相同的作用.
通常实验要预设“实验目的”、“实验环境”,进行“实
验操作”,最终以“实验报告”的新闻形式发表“实验

结果”.
1.2 实验教学的特点

实验教学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大量使用实验器

材、实物模型和多媒体等现代化仪器辅助教学,完成

教学任务,实现教育功能.这种教学的好处就是直观

易懂,富有兴趣,比呆板的讲解丰富,同学接受知识

也比较容易和深刻.
1.3 物理课程标准对实验教学的要求

物理学是实验科学,实验是物理学的基础.凡物

理学的概念、规律及公式等都是以客观实验为基础

的,即物理理论绝不能脱离物理实验结果的验证.此
处所指的实验是近代科学实验,是有目的地去尝试

实践,是对自然的积极探索.因此科学实验的重要性

是不言而喻的,其中物理实验自然也雄居要位.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版)》(以下简称

《课程标准》)将“科学探究”列入“课程目标”和“内
容标准”,突出科学探究.可见科学探究既是物理课

程的目标,又是物理课程的重要内容.义务教育物理

课程中的科学探究重点就是实验探究,所以在《课程

标准》明确规定了20个学生必做实验,作为完成课

标教学任务的硬性要求,其他实验探究作为教学要

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进行实施.

2 物理实验教学的现状分析

课改以来初中物理教学中实验教学的落实情况

虽然有所好转,但是现状依然令人担忧.本人作为人

教社选派的新课标和新教材培训主讲教师在全国多

个省市进行培训,有意识地对参训教师(各省市的学

科骨干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也很不理想.
《课程标准》明确规定的20个学生必做实验有:
(1)用刻度尺测量长度、用表测量时间;
(2)用弹簧测力计测量力;
(3)用天平测量物体的质量;
(4)用常见温度计测量温度;
(5)用电流表测量电流;
(6)用电压表测量电压;
(7)测量物体运动的速度;
(8)测量水平运动物体所受的滑动摩擦力;
(9)测量固体和液体的密度;
(10)探究浮力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11)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
(12)探究水沸腾时温度变化的特点;
(13)探究光的反射规律;
(14)探究平面镜成像时像与物的关系;
(15)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16)连接简单的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
(17)探究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
(18)探究通电螺线管外部磁场的方向;
(19)探究导体在磁场中运动时产生感应电流

的条件;
(20)测量小灯泡的电功率.
每一个探究实验都附有不同的能力培养目标,

从而全面培养学生的能力.但是问卷发现20个实验

在教学中全部安排学生认真完成的不到20%,特别

是第1,第8,第18和第19个实验落实最差.通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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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训教师互动发现,实验开出率较低的原因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2.1 教学器材和专职实验教师的配置不足降低了

实验开出率

这几年国家大力实施教育均衡发展,教学设施

设备也都进行了更新换代,各学校的硬件建设得到

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实验器材的配置依然存在一些

问题,有些必须的实验器材数量不够,无法满足一个

年级几个班在同一时间段同时使用,影响了实验教

学.教师人数偏紧,农村学校几乎都没有配备专职实

验教师,所有的物理教师几乎都兼任有物理实验员

的角色,需要自己去实验室选取器材,自己进行课前

的预操作准备,这些都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这两个

方面是物理教师选取黑板讲实验而不进实验室做实

验的一个主要原因.
2.2 教学时间紧降低了实验开出率

“学生是课堂的主人”、“还课堂与学生”这些教

学理念教师们也认同,但是有限的教学时间让教师

无法兼顾,只好选择放弃学生实验.有些教师说“探
究通电螺线管外部磁场的方向”的学生探究实验,1
节课学生还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要求,讲清楚实验

结论不要5min;还有“用刻度尺测量长度、用表测

量时间”是修订版课标新增加的一个学生实验,但
是一部分教师认为过于简单,觉得给出1节课时间

让学生实验是浪费时间.究其原因是教师们认为教

学时间紧而选择了放弃学生动手操作.
2.3 学业评价试题的命制理念影响着实验开出率

学业评价考试的试题编制理念也影响着实验教

学.分析各地的学业考试试题,都加强了实验教学的

考查,在物理中考中实验题的比重达到了20% 以

上.但是有些试题名义上是考查实验探究,但是更多

的是注重考查实验结论,忽略了对实验探究过程的

考查,这就给黑板上讲实验的教师提供了应试的平

台,认为讲实验比做实验更有效.
2.4 多媒体技术的泛用降低了实验开出率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多媒体技术的广泛使用带

来了很多变化,在教学中适度使用多媒体演示一些

不常见的物理现象,确实可以增加物理教学的有效

性.但是有些物理实验软件的过度使用导致学生动

手操作的实验机会大大减少,如“连接简单的串联电

路和并联电路”学生就是用鼠标划线完成,这对于

学生实际操作中的连线没有任何帮助,造成在实验

操作考核中学生不会将导线接到电表的接线柱上,

顺时针还是逆时针绕线学生没有亲身感知.还有“探
究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关系”就是教师操作电脑学

生看着显示屏读出电表的示数,这些都成了教师不

做学生实验探究的替代品.

3 加强实验教学的对策

3.1 加强实验室硬件的建设 保障实验教学

国家大力提倡教育均衡发展,各学校要以此为

契机,加强实验室建设,按照课标和教材的要求切实

配齐实验器材,有些教学中不需要的可以不配,为教

学服务.尽可能配备专职实验教师,加强实验室的日

常管理,维护好实验器材,根据教学进度为教师准备

好相应的实验教学需要的实验装备,保障实验教学.
3.2 提升实验教学的认识 做好实验教学

加大对教师的培训,转变教师的观念,提高教师

对实验教学的认识,将教师从重知识向也要重过程

转变,切实认识到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培养的重要

性,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3.3 加大实验教学的研究 创新实验方法

积极开展实验教学研究,对《课程标准》和教材

中的实验进行创新设计,这些都是本次课程改革对

物理学科教师的任务要求.学科教师在教学中的创

新是最主要的改革,将课标和教材的教学任务和学

校、学生以及教师本人的实际进行有机的联系,选取

最为有效、最为合适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实现教学

目标的有效落实.
3.4 开展实验教学评价研究 落实实验教学

评价是杠杆,学业评价是教学导向.各地教研部

门和学科教师要在命制评价试题的时候多注重过程

性评价,让学生在答题时要有一定量的思维,而不是

死记硬背结论,让重视实验教学的教师从中受益,让
黑板讲实验的教师没有市场,从而全面落实实验教

学,落实课标要求,实现物理教学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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