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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的特点和要求,创建物理演示实验六大教学原则:科学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

则、成功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直观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配合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示范性物理演

示实验教学原则、安全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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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教学原则是根据物理教学目的,遵循物理

教育规律而制定的指导物理教学工作的原理和准

则.物理学的学科特点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因

此,物理实验教学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

是物理演示实验在物理教学中更是占有极其重要的

位置[1].一般来讲,物理教学原则中应包含物理实验

教学原则的成份,但事实上,由于教学原则的简约

性,在物理教学原则中很难充分表达出物理演示实

验教学原则.因此,创建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具有

重要性和必要性.

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是根据物理教学目的、

物理实验教学特点和要求,遵循物理教育规律和物

理演示实验教学规律而制定的科学指导物理演示实

验教学的原理和准则.根据物理教学及物理演示实

验教学的特点和要求,创建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六大

教学原则:科学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成功性物

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直观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

则、配合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示范性物理演示

实验教学原则、安全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2].

1 科学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

科学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是要确保物理演

示实验教学的科学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的科学性

主要包含物理演示实验原理科学、物理演示实验操

作科学、物理演示实验解释科学3个方面.

1.1 物理演示实验原理科学

物理演示实验都是依据一定的物理实验原理设

计的,物理实验原理科学是物理演示实验成功的关

键.所以,物理演示实验首先要实验原理科学.在物

理演示实验教学中有很多由于实验原理不科学而导

致物理演示实验不成功的案例.

物理演示实验的实验原理不科学案例与分析:

用“在盛水容器侧壁不同深度扎孔,观察深度越深的

孔水喷出的水平距离越远”来演示液体内部压强随

液体深度增加而增大,依据的实验原理是水喷出的

水平距离越远说明水在喷出口的速度越大,水在喷

出口的速度越大说明液体压强越大.其实不然,因为

水喷出的水平距离由两个条件决定:一是水喷出口

的速度;二是水喷射的时间.随便在容器侧壁不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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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扎孔,不一定孔越低水喷出的水平距离越远,这个

物理演示实验的实验原理是不科学的,如图1所示.

图1 实验原理不科学

改进实验如下:只有在水喷射的时间一定的条

件下,才有水喷出的水平距离越远,说明水在喷出口

的速度越大,从而说明液体压强越大的结论.控制每

个孔距其相应的接水板的竖直距离相同,使不同深

度的孔喷出水的喷射时间相同,这样确保实验原理

科学,实验演示成功,如图2所示.

图2 实验原理科学

1.2 物理演示实验操作科学

因为物理演示实验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和示范教

育性,所以,物理教师要认真学习物理演示实验的操

作规范,认真训练物理演示实验的规范操作,在每一

个物理演示实验中都严格按照物理演示实验的操作

规范操作,确保物理演示实验操作的科学性.在物理

演示实验教学中有很多物理演示实验操作不科学的

案例.
物理演示实验操作不科学的案例与分析:用“在

盛水容器中滴入墨水”来演示分子扩散的物理演示

实验,在具体实验操作中有的教师为了提高实验效

果对容器底部进行加热,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分子扩

散是不同物质由于分子运动而造成的相互渗透的物

理现象,而加热则对流的作用是主要的了,这就改变

了实验的本质,这样操作是不科学的.

1.3 物理演示实验解释科学

物理演示实验除了实验原理科学、实验操作科

学以外,还要实验解释科学.在物理演示实验教学中

有很多物理演示实验解释不科学的案例.
物理演示实验解释不科学的案例与分析:取两

张纸质相同、大小相同、形状相同的纸,把其中一张

捏成小纸团,另一张纸展开,然后将这两张纸在同一

高度同时释放,观察到捏成小纸团的纸比展开的纸

下落得快.有的教师解释这是因为捏成小纸团的纸

受空气的浮力小,展开的纸受空气的浮力大,所以,

捏成小纸团的纸比展开的纸下落得快.这种解释是

错误的,是不科学的.正确的解释是因为捏成小纸团

的纸在下落过程中受空气的阻力小,展开的纸在下

落过程中受空气的阻力大,所以,捏成小纸团的纸比

展开的纸下落得快.

2 成功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

成功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是在物理教学中

对每一个物理演示实验,特别是重点物理演示实验

和难点物理演示实验都要从实验设计、实验原理、实

验方法、实验器材、实验环境、实验操作、实验试做、

实验解释等各个方面都做好充分准备,确保物理演

示实验演示成功.
物理演示实验演示不成功的案例与分析:光电

效应演示实验是一个难点实验,有很多物理教师做

光电效应演示实验不成功,所以,在光电效应教学中

就不做光电效应演示实验,而是在黑板上或课件上

模拟光电效应演示实验,极大地降低了教学效度.这

个物理演示实验不易演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锌板受

紫外光照射后有一部分电子逸出形成“电子云”,这

样锌板与“电子云”间就形成了一个电场,这个电场

会对逸出去的电子产生吸引作用,阻碍电子的继续

逸出,达到了电子逸出动态平衡,锌板带正电的电荷

量不会再增加,其电势达不到教学实验室中的验电

器能够较为明显地检测到的电势差,以至于验电器

指针不张开,导致实验演示不成功.
对光电效应演示实验进行成功改进如下:用一

根带正电的有机玻璃棒在锌板逸出负电荷的附近附

加电场吸引逸出的负电荷,不断有电子从锌板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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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锌板上的电势持续升高,可观察到与锌板连接的

验电器的指针有较大的张角,可确保光电效应演示

实验演示成功,如图3所示[3].

图3 光电效应实验的成功改进

3 直观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

直观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是要确保物理演

示实验的直观性和可视性.物理演示实验的直观性

包含物理演示实验的过程和现象要清晰明显、物理

演示实验要有足够的可见度、物理演示实验要有明

显的对比度、物理演示实验要排除非本质因素的干

扰等多个方面.
物理演示实验直观性不强的案例与分析:在用

万用表测定和判断三极管极性的物理演示实验中,

由于实际的三极管尺寸都很小,学生很难看清楚导

致这个物理演示实验直观性不强.可对用万用表测

定和判断三极管极性的物理演示实验进行改进:用

一大块泡沫海棉刻成一个三极管的形状,并在外面

涂上与真实三极管一样的颜色和型号,把一个真实

三极管的3个极分别用导线接长,最后把接长了极

线的真实三极管放到刻成三极管形状的泡沫海棉内

部,3根极线漏出,就做成了一个外形特大的三极

管.用这个改造后的外形特大的三极管做演示实验,

极大地提高了这个物理演示实验的直观性和可视

性.

4 配合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

配合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是物理演示实验

要讲解、提问、操作、观察、启发、记录、分析引思、归

纳、综合、总结、解释、应用等密切配合,确保物理演

示实验教学的整体优化和效果最佳.
(1)物理演示实验演示前的讲解、提问、引思等

密切配合.物理教师在物理演示实验演示前要对实

验目的、实验器材、实验步骤、实验方法等进行适当

讲解、提问、引思等.
(2)物理演示实验演示中的讲解、提问、操作、

观察、记录、启发、分析等密切配合.物理教师在物理

演示实验演示中要对实验操作、实验观察、实验现

象、实验过程、实验记录等进行适当的讲解、提问、操

作、观察、记录、启发、分析等.
(3)物理演示实验演示后的讲解、提问、归纳、

综合、总结、解释、运用、启示等密切配合.物理教师

在物理演示实验演示后要对实验现象、实验过程、实

验启示等进行适当的讲解、提问、归纳、综合、总结、

解释、运用、启示等.

5 示范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

示范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是物理演示实验

要操作规范,实事求是,具有广泛的指导性和优良的

示范性和教育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是师生共同参

与的教学活动,教师在物理演示实验教学中的一言

一行,一举一动,具体的讲解、思考、操作、观察、记

录、分析和解释等都会对学生产生正面的或负面的

影响,学生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和学习教师实

验中的言行.因此,物理演示实验的每一个实验步

骤、每一个实验过程、每一个实验环节,特别是每一

步实验操作都要正确、科学、规范,具有良好的示范

和教育作用[4].
例如,要用镊子取放砝码,做电学实验时要先接

好电路检查无误后再接通电源,仪表在使用前要先

调零,在做光学实验时不要触碰光学仪器的光学面,

不能用温度计代替搅拌器,不凑实验数据等.

6 安全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

安全性物理演示实验教学原则是物理演示实验

要确保安全,万无一失.物理演示实验的安全性主要

包含实验中学生安全,实验中教师安全,实验中实验

仪器安全3个方面.
(1)防割伤.在实验前检查并确保玻璃器皿无

破损,检查并确保所有仪器无锋利处(若实验中仪器

有锋利处,要做好防范教育和防范措施)等.
(2)防烧伤.检查并确保酒精灯芯上的瓷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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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封闭,加热的器材不要搬动,不要让强光(弧光灯、

紫外灯、大功率灯等强光源)照射眼睛,高温气体不

要对着人等.
(3)防触电.检查并确保所有器材绝缘好不漏

电,做电学实验要保持手干燥,要确保电器不超载运

行,要确保电路不能短路等.
(4)防爆炸.用酒精喷灯时要检查并确保蒸汽

口畅通,做热学实验时不能用汽油代替酒精,做高压

实验时要确保用耐高压容器等.
(5)防中毒.不用茶具和餐具盛化学药品,不用

尝一尝味道的办法判断不明化学物质,不要给水银

加热,不要洒落水银,有强刺激气味时要及时通风

等.
(6)防撞击.防止实验中的弹丸等高速物体伤

到人,离心机械要加防护网或控制一定的转速,铁架

台要放稳,防重物坠落撞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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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示仪的特点

(1)实验现象明显直观.学生初中学习电流时,

是在导线上面画出箭头来表示电流流向,本指示仪

同样用箭头来表示电流方向,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
蓝色发光箭头制作成弧线生动形象地模拟了磁场方

向,为学生理解楞次定律提供感性材料,更能引起学

生的学习兴趣.
(2)简化了演示实验设计.这个过程简化了教

材演示实验的两个问题:一是判断检流计偏转方向、

感应电流方向和感应磁场方向的关系;二是总结原

磁通量变化与感应磁场的关系.使用此装置解决了

本实验较难的问题,使楞次定律在学生思维信息加

工过程中更容易被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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