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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始于思、思源于疑、疑则引探.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基于科学探究的理念,以闭合电路欧姆定

律为例进行了教学设计与实践,共涉及4个流程8项活动.在活动中践行探究,期望“活化”教学;在探究中激发求

知,实现教与学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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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探究作为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

际教学中尤为重要.尝试以活动为主体展开探究式

教学,并穿插提出科学问题作为引导,在课堂实际中

解决问题从而获得新知,既能体现课堂实践又突出

科学探究,最大化地实现课堂效果[1].

1 设计思路

基于兴趣,创设真实情境理清相关概念;基于问

题,采取认知冲突法激发问题的产生;基于过程,培

养探究思路,感知操作;基于结论,强化亲历与应用,

直观感知理论的获得[2].为此设计了相关的活动,如

图1所示,推进科学探究,驱动课堂进程.

2 实施过程

2.1 以生活素材为载体培植探究兴趣

2.1.1 妙用土豆巧激趣

师:我手上有一个封闭的盒子,伸出两根金属

片,盒中究竟装有什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看完演

示做出猜测.
师:一个液晶屏,请大家留意盒子串接进去后它

的状态有什么变化? (演示)同学们能告诉我盒中

是什么吗? (创设真实情境,为学生主动参与创造条

件)

生:电源.(学生通过观察演示现象唤起对电源

的认知)

师:(取出盒中物体)

生:居然是土豆上插两个金属片.(学生惊异居

然是土豆这种日常食材,激起好奇心和探究欲)

图1 设计思路与实验流程

师:这正是电源的一种 ——— 土豆电池.在物理

中,把由导线将电源与用电器连接所构成的电路称

为闭合电路,其中电源外部包括导线、用电器、电键

在内的部分称为外电路,电源内部的电路叫做内电

路[3].(借助具体生动地模型传授概念性知识,使教

学有理有据)

—09—

2018年第12期              物理通报            教学案例设计与分析

* 本文获河北省及河北师大重点课题“实时·诊治·竞技型中学物理教学技能训练课堂的构设与实践”资助,项目编号:2017XJJG004



2.1.2 解剖电池察究竟

师:生活中最常用到的是什么电池?

生:干电池.(知识同化,由土豆电池想到上位概

念电池、联想到最常见的干电池,遵循思维逻辑)

师:在我手上有两节干电池同样标注1.5V,谁

能告诉我1.5V代表什么? 电池都标注1.5V吗?

生:代表电池两极间的电势差.并不相同.(回顾

旧知识,为实现知识结构重组铺垫)

师:差别在于电池内部构造.不如剥开一节干电

池一探究竟.
师:包裹的金属片作为正极,碳棒作为负极,糊

状物质是电解液,正负极、电解液共同构成电池的3
个组成部分.同样土豆电池也包含3个部分,其中土

豆的汁液充当电解液、铜片作正极、锌片是负极.3
部分的材质不同,电池两极间的电压则会产生差异.

2.2 以打破前概念为手段呈现探究问题

2.2.1 分组测压引猜想

师:每组有两个盒子,其中装有不同的电池,同

学们用电压传感器测量两盒子电压大小.
生:(实际测量)

师:小组代表展示测量结果.
生:A盒为1.56V,B盒为1.69V.
师:不同组测得数据有所差异,但B盒高于 A

盒.如果给一个额定电压为1.5V的小灯泡,分别与

这两节电池构成闭合电路,猜想哪节电池连接的灯

泡会更亮? (测量结果将学生引入“误区”,进行猜

想,利用前概念设问,使得实验结果出现时产生巨大

冲击,一举打破固有思维模式,获取新知识)

生:B盒电池连接的灯泡更亮,因为B盒电压比

A盒的大.

2.2.2 实验验证起冲突

师:请同学们动手连接闭合电路,看看实验结

果.(指导学生科学地完成实验,确保探究的科学性,

学生可以通过自主操作体会成功)

生:(连接电路,探究灯泡亮度差异并记录)

师:好,将A,B盒放回原位,电路断开.派代表

来分享小组实验结果.(树立正确的实验操作意识,

安全准确地进行探究)

生:A组亮而B组不亮.(引发认知冲突)

师:哎? 与猜想不一致,在排除外电路故障的情

况下,是不是反映了闭合电路内部某一规律呢? (出

现矛盾、提出问题,借助认知冲突引导学生有目的、

有重点地进行探究)

2.3 以创新设计为途径明晰探究实验

2.3.1 小组合作设方案[4]

师:探究这一规律需要可具体测量的内外电路,

干电池不能实现,因此首先任务是设计出便于测量

内电路的电池.(设计能为探究提供导向的科学问

题,充分发挥教师在探究过程中的引导者作用,启发

学生进行探索)

生:(观察器材)难道用果汁做电解液吗? (产

生疑惑,刺激探究的欲望,真正融入课堂之中)

师:这有待大家来探索.测量外电路电压是通过

极板连接电压传感器,那么在内电路中也安装极板

是否可行呢? 极板中间的金属片同样有接线柱,金

属片具有探针功能,在测量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小组合作设计电路.(问题引领,合理迁移,增强学生

对探究方法的理解)

2.3.2 果汁创新再实践

生:(探究内外电路测量的共同之处,小组合作

设计)

师:派代表向大家介绍小组设计思路.(通过小

组交流相互启发,拓展思维的深度与广度,加强主动

探究,培养交流与合作的意愿与能力)

生:将果汁倒在器皿中,插入两极板,尝试将电

压传感器先后接在极板接线柱和金属片接线柱上,

两次读数不一致,我们认为接金属片接线柱测量的

就是内电路电压.
师:那我们按照思路一起来制作一节果汁电池,

请一位同学来与我一起完成,(演示操作)将果汁倒

入容器中,为什么用果汁,它充当哪一部分呢? (师

生互助完成仪器的组装,增强参与感,以众所周知的

材料,营造课堂的真实性,体现物理探究的生活化)

生:电解液.
师:非常好,在果汁中插入极板,靠近极板的位

置还有一片金属片接有接线柱,其实它具有探针的

作用,可探测内电路.
师:内电压究竟有没有? 内外电压之间有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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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律呢? 接下来将时间交给大家自主探究.

2.4 以亲历实验为平台展现探究结论

2.4.1 动手操作归结论

师:请代表展示小组操作流程与实验结果.
生:(解说流程)结论是内外电压之和基本保持

不变.(活动探究式教学倡导民主,建立新型师生关

系,促进学生主体性发展[5])

师:外电阻改变时,内外电压之和为一个定值,

当内电阻发生改变时这个规律是否仍然存在呢? 我

们再来测量一组数据.(教师演示)大家看实验结

果,发现了什么?

生:在内阻改变时,内外电压之和仍然为定值.
师:通过探究发现,改变内外电阻时,内外电压

也会随之改变,但内外电压之和保持不变,始终是一

个定值,而这个定值在物理学中就称为电源电动势.
(归纳结论、阐述定义,思路自然流畅)

师:借助欧姆定律推导(推演闭合电路欧姆定律

数学表达式)给出定律内容.(逐步递进的探究,层

层深入挖掘规律本质,让学生体验探究的过程)

2.4.2 学以致用固根基

师:来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在刚才的探究中 A
盒亮而B盒不亮,那现在请大家打开盒子,看一看究

竟是为什么?

生:两盒中均为果汁电池,我觉得是因为B盒中

的电池内阻很大,导致电路电流很小,因此无法使灯

泡变亮.(将课本知识内化为思维,解决实际问题)

师:非常好,请坐,本质就在于B盒内阻大,电流

很小.因此B盒不亮.
师:好,在这节课的最后留下一个课外探究活

动,利用网络了解一些电池的信息以及废旧电池的

回收利用情况,按照图2所示流程开展探究,成果在

组间进行展示交流.

图2 探究流程

3 结束语

多年的教学研究和实践告诉我们,质量上乘的

教学往往是这样的:

在教材分析时,应聚神于课本的“根本”,做透教

材,基于结构探知教材的知识点、知识面和知识体;

在教学设计时,要聚力于教案的“灵魂”,做实课堂,

基于兴趣构设知识通向能力的绿色通道;在课堂教

学时,必聚焦于学生的“真学”,做活课堂,基于活动

开启探究知识的趣味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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