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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是一项严谨的工作,当严谨变成了“迂腐”时,教学工作的教育性质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时

候我们对考试题目或者评卷过程要较真有度,要把握好这个度,才能教学相长,才能促进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关键词:较真  考试  追求

  从事物理教学工作已经有些年头,教学过程中

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惑.考试的利与益,是我们

都能有目共睹的,它可以促进教学相长,使教师和学

生反思教与学过程中的问题,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

弥补不足之处.但是,当我们把试卷的答案当成法宝

时,当我们把高分数当作一种境界的追求时,我们还

能以教师泰然自称? 以苏科版初中物理八年级上册

前三章即期中考试前的题目为例,将教学中各种“较

真”予以评析,与大家分享.

1 文字的较真 教学相长

【题目1】在探究“真空不能传声”的实验时,抽

去罩内空气的过程中, 铃声.
此题对于没有做过实验或者做过实验没有见过

该题的学生甚至教师,大多都会填“听不到”,而答案

为“几乎听不到”.此题出得很好、很妙,“几乎”一词

体现了该实验用到的是理想实验法,不会真正地听

不到声音,较真确实有理.对于一个刚刚入门学习物

理的初中生来说,这样的题目是不是无意间强化了

语文的功底,激发了他们学习物理的热情呢? 如果

将题目换成会出现什么现象,学生若能写出“铃声越

来越小”推得“真空不能传声”,达到了同样的知识

点的考查,但妙处可能体现不出了.
【题目2】“震耳欲聋”说明声音的 ,“悦耳

动听”说明声音的 ,“锣鼓喧天”说明声音的

.

此题答案是,“响度、音色、音色”.此题为一道常

规题,意料之外的是这样的答案不算是最合适的答

案,最合理的答案是:响度大、音色好、音色不同.较

真有理,可惜的是,考前讲了这样的题目,要尽量将

答案写全面.考试时出现了一道类似的题目,“这首

歌太高,我唱不上去”是指声音的 .没办法,

几乎全部学生又是填了“音调”而没有写成“音调

高”.这个例子让我反思:加上一个形容词表示程度,

在物理答案中,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题目3】宇航员在太空中不能直接对话,是因

为声音 .
如果题目中没给出声音一词,那么答案显示易

见就是常说到的“真空不能传声”.而因为这一个词

的出现答案就要费些功夫,“不能在真空中传播”.有

的学生不知道该如何去描述,好不容易想出一种写

法,“传播需要介质”.这个意思应该是正确的,可是

也许是为了体现考试的公平与公正,后者的答案就

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令人担忧.

2 实验的较真 脚踏实地

【题目4】在研究平面镜成像实验中,要进行多

次实验,目的是为了 .
答案为,“使实验结论更具普遍性.”有的学生

在写答案的时候,把结论一词漏掉变成了“使实验更

具普遍性”,这肯定是不用置疑的错误了,因为实验

的普遍性与实验结论的普遍性是两种绝对不同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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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通常实验不存在什么普遍性,结论才有普遍性.
而有的学生只记大约意思,写成“使实验结论更准

确”,原本以为意思差不多吧,其实不然,大错特错,

因为准确一词是从针对减小误差的角度出发的.较

真有理,为了纠正这样的错误,实验时要把多次实验

的目的理解透彻.
【题目5】给出冰的熔化图像,由图像可知冰属

于 ,做这样判断的理由是 .
后一空的正确答案是,“冰有一定的熔化温度或

冰熔化时温度不变”.这是因为熔点的定义还没有得

出,所以不能写熔点只能写熔化温度.很容易写出的

答案“冰有一定的熔点”,也面临着被认定为是错误

答案的极大可能.教学中要让学生把握好实验是先

有操作才有结论的.
【题目6】利用温度计来验证红外线具有热效应

的依据是 .
答案是,“温度计示数的升高”.千万注意不能写

成“温度升高”,是因为实验中给的器材是温度计,所

以现象要写成上述答案.完全类似的题目在比热容

部分还会出现较真的情况,实验中要把现象和非现

象区分清楚.

3 细节的较真 追求完美

【题目7】探究琴弦的音调高低与哪些因素有关

时,比较A,B,C(3种粗细不同,其他均相同)3根琴

弦能够探究音调的高低与 的关系.
出题的目的在于考察掌握控制变量情况,只有

粗细不同,那就是研究与粗细的关系.但是,请一定

小心,因为在题目中很有可能给出了几种猜想,而这

几种猜想中给的不是“粗细”而是“横截面积”.如果

是这样的话,填粗细就一定错了,考察的目的已经成

了另外一回事.
【题目8】在观察水的沸腾的实验中,表格中可

看出该实验中水的沸点是98℃,为什么水的沸点不

是100℃?

答案是,“当时液面上方的气压不是标准大气

压”.不准确,应该是“当时液面上方的气压低于标准

大气 压”.因 为 题 目 中 已 经 可 以 看 出 沸 点 低 于

100℃,所以写成不是标准大气压是不准确的.
【题目9】人体正常体温为 .

答案为37℃,物理数据包括数字和单位,单位

不带肯定错了.而题目变成了:人体正常体温为

℃.此时如果答案不是写在试卷上而是另外

写在答卷纸上的话,很容易把正确答案“37”仍写为

“37℃”,细心的老师们就会发现这些学生的不细心

了.考察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的同时还考察了

他们的观察能力,如果审题不认真,出错的学生可能

会大大增加.

一节课只有几十分钟的时间,教师应该在这有

限的时间内给学生传递些什么? 如:在平面镜成像

的教学时,关于器材的选择,测量像和物体到平面镜

的距离时需要用到的是“刻度尺”,不会刻意地去讲

要用“白纸”,因为要先在白纸上记录像、物、镜面的

位置,才能去测量.如果题目中少给了这两种器材,

若学生不是因为经历过而写出“白纸和刻度尺”来,

那么就会对这样的学生佩服之极.

考试的目的是使教学相长,如何才能使师生都

不被“考死”呢? 反过来思考一下,有时不是我们的

学生动手能力差,不是我们的学生不会创新,而是我

们给学生的分数意识太重,我们给学生放手的太少,

教书者累,学习者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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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变式,增强训练,最终提升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把握

与理解.

3.2 反思与评价

通过教学反思,教师可以总结教学经验,对今后

的教学进行更好地调控与设计.在物理习题教学后,

建议教师对教学的目标是否达成,教学方法是否得

当,学生是否能理解,重难点的处理是否得当,教学

过程中与学生思想碰撞产生的灵感等进行反思并记

录,这些记录会促进教师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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