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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初三“电路”复习课课堂案例分析和教学实践,得出了一些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率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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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背景

初三复习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迎接中考,而复

习课则是初三复习的主要课型,也是提高学生“双

基”的主阵地.笔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复习课中一

直采用的模式是:出示知识框架 ——— 复习章节主要

知识 ——— 例题分析 ——— 巩固练习,发现这样去上

复习课,教师感觉备课很轻松,课堂流程很顺畅,但

是,实际情况却是学生上课很疲惫,兴趣不高,加上

生源质量差,后进生较多的情况,时间长了以后,学

生有种应付的感觉,做题也是三心二意,正确率自然

不高,一到综合测试和大的检测,成绩很不理想,距

离区均分的差距总是很大.在做了充分的思考之后,

笔者就“电路”的复习课做了一个尝试,围绕着一个

只有灯泡的电路图,展开了电路有关知识框架的复

习,整节课让笔者眼前一亮的是:学生的学习情绪高

昂,一扫平时的疲惫,全班同学复习得非常轻松,多

次露出自信的笑容,这让笔者感受颇深.

2 案例情景

课题:初三总复习 ———“电路”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复习“电路”这一章的

知识,请同学们回忆一下,本章主要有哪些知识点?

(学生沉默了大概有半分钟,不知道从何说起,后来

一名成绩较好的同学举手发了言)

生甲:有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
生乙:有电流表和电压表(成绩较好).

生丙:串联分压,并联分流(成绩较好)

……

师:同学们说得很好,本章的主要内容,如图1
所示(在黑板板书知识框架).

师:同学们如果有遗忘的地方,在笔记本上将知

识框架记下,课后再进行复习.

图1 “电路”知识框架

师:下面我们来看一道例题:

【例1】如图2所示,开关S闭合时,可能发生的

现象是(  )

A.L1 不发光,L2 发光    

B.L1 被烧坏

C.L2 被烧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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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电源被烧坏

生:(听老师讲解,并没有记录解题方法)

学生完成学案后,老师进行了提问.问了3名同

学分别为:后进生、中等生和优等生,均未答得非常

理想,这时教师急于进行讲解并让学生进行订正.而

后教师统计了正确率不过20%.这显然没有达到预

计的课堂效果,学生学习很被动.
师:布置完成学案对应练习.

图2 例1题图

在出现这样的情况后,笔者在另外一个班级改

变了课堂复习模式.
上课前,教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灯泡,接着展开

了知识框架的复习.
师:同学们,你能够将这个电路(图3)补充完

整,使灯泡发光吗?

图3 需补充的电路图

(一名后进生很兴奋地举起了手,面带自信的笑

容)补充了电源、开关和导线.
生丁:图4是补充完整的电路.

图4 生丁补充电路图

师:说说你这样做的目标是什么?

生丁:电路的4个基本组成部分是,电源、开关、

用电器和导线.
教师在黑板板书电路的构成:电源、开关、用电

器和导线.
(笔者写完板书后,看到了这名后进生正在聚精

会神地看着老师的板书,嘴角微微地笑着 ……)

师:这时候灯泡亮了吗? 这是什么电路形式?

(又一名成绩在中等偏下的学生举手了,这时候

教师会心的笑了)

生戊:这时候灯泡不亮,这是断路,要闭合开关,

闭合开关后是通路.
师:(接着追问)短路是怎么形成的,你能在图

中表示出来吗?

(这时候全班同学都笑容满面的看着我,把手举

起来了 ……)

生己:短路如图5所示.

图5 生己补充电路图

师:在黑板板书,3种电路,通路、短路和断路.
师:灯泡能够亮的原因是什么?

生庚:有电流通过.
师:在图中画出测量该灯泡电流的电路图.
(学生争先恐后,笑着抢答 ……)

生辛:画出电路如图6所示.

图6 生辛做图

师:说说电流表在使用时有哪些注意点?

生壬:注意量程,注意电流要“正进负出”……

师:回忆串、并联电路中电流有怎样的特点?

生癸:串联电流相等,并联干路电流等于各支路

电流之和.
教师板书串、并联电路电流特点.
(笔者此时发现,学生们努力地回忆着知识,期

待着回答老师的问题)

师:想知道灯泡两端的电压大小可以怎么做?

生齐答:在灯泡两端并联电压表.

请一名同学在黑板上画出电压表的位置.
师:谁能说说电压表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与电

流表使用有哪些不同点?

生子:电压表需要并联在电路两端,电流表则是

串联在被测电路中.
师:串并联电路中电压有什么特点?

生丑:串联分压,并联电路总电压与各支路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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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相等.
此时,帮助学生回忆串并联电路电压特点.
师板书:串并联电压特点.
师:给这个灯泡找个伙伴,让两个灯同时发光,

这两个灯是串联还是并联?

生寅:都有可能,如果是并联只有干路有开关,

两灯也能同时发光.
教师在黑板上画出两灯串联和并联电路,提出

问题:

在没有电路图和实物图的情况下,如何区分两

灯的连接方式? 说说你判断的理由.
生卯:可以拧下其中一个灯泡观察另外一盏灯

泡的发光情况.
师板书:串并联电路特点.
(此时,学生已经完全进入了电学的知识海洋

中,笔者通过他们的眼神,似乎看到了他们内心自信

的笑容)

3 案例反思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思想好比火星:一颗火星

会点燃另一颗火星.一个深思熟虑的教师和班主任,

总是力求在集体中创造一种共同热爱科学和渴求知

识的气氛,使智力兴趣成为一些线索,以其真挚的、

复杂的关系 ——— 即思维的相互关系把一个个终生

连接在一起.”初三复习不是简单将教师多年的教

学经验和对课本知识的系统了解机械地传授给学

生,而是在充分了解学生学情的基础上,通过他们所

熟知的内容和感兴趣的“点”,带动“面”的掌握,从

而构建初中物理的知识网络.笔者在两节课后,尝试

做了一些总结.
(1)以“点”促“面”,构建网络

知识框架复习需要建立一条主线,在主线的基

础上进行发散,建立支线,帮助学生构建知识网络,

做到知识的再现和再认识.如在欧姆定律的复习中,

我们可以以“伏安法”测电阻的电路图为主线,复习

“伏安法”测电阻和探究电流、电压和电阻的关系,

同时可以拓展到“伏安法”测电功率的复习.如果能

够将围绕在主线周围的支线进行对比和区分,则能

达到更好的效果.这样,会使学生感受到我们物理知

识“多”而不“散”,学习起来觉得轻松而愉快.
(2)由“简”入“繁”,激发兴趣

教师在进行知识框架的复习时,如果直接将知

识框架示意图呈现给学生,会让学生觉得很繁,也很

难记住,教师也只是完成一个教学流程而已,并不能

达到预期的目标.而让笔者感受很深的是,这样去做

以后,学生在进行巩固练习时,提取知识则显得非常

困难,那做题速度和正确率自然不高.做好充分的学

情调研,做个有心人,记录学生平时常见的做题错

误,从他们最熟知的知识入手,可以提高课堂的参与

度,激发后进生学习物理的兴趣,乐于接受物理知

识,主动思考.如在光现象的复习中,在黑板上画一

条光线,提出问题:“你有哪些方法可以使这条光线

的传播方向发生改变? ”学生很踊跃的要求上台板

演,有画平面镜的,有画透镜的,还有画球面镜的.这

时教师有意识地追问:“这些光学仪器对光线的作用

原理相同吗? ”从而激发学生接着回忆光的反射,

光的折射,平面镜成像等知识,构建知识网络并进行

区分认识.
(3)由“单一”到“多样”,愉悦课堂

陶行知说过:“自动是自觉的行动,而不是自发

的行动.自觉的行动,需要适当的培养而后可以实

现.”单一的复习模式,只会让学生感觉枯燥乏味,

课堂气氛沉闷,久而久之课堂失去了活力,学生成了

名副其实的“作业家”,没有了课堂主人的气势,学习

效率低下,成绩难以提高.实验课、习题课、拓展延伸

课、试卷讲评课、自主复习课等等,不断地改变复习

的模式,让学生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课堂气氛活跃,

学生在学习中心情愉悦,学习效率提高,教师的个人

魅力也得到了提高,不过这样一来,教师的工作重心

需要前移,备课则显得尤为重要.
缺少了学生参与的课堂是失败的课堂,笔者通

过自己的教学实践和反思认识到教师不能包办课

堂,尤其是在初三复习课中不能包办课堂总结,知识

归纳,而通过一个简单问题,用对话的方式调动学生

的课堂热情,如此一来,既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

体现了学生的课堂主体性,真正的去做到“将课堂还

给我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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