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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应用心理学中的遗忘规律进行教学实践,形成了基于遗忘规律的初中物理教学策略,即:改进教

法,强化记忆;改进学法,克服遗忘;改进模式,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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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应用于教学中,对于提高

教学效率以及学生的学习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初中物理知识量大,需要学生记忆的知识多,而学生

的遗忘速度却很快.为了减缓知识在学生大脑的遗

忘速度,笔者深入研究了心理学中的遗忘规律,并形

成了教学策略.

1 改进教法 强化记忆

要减缓知识在学生大脑的遗忘速度,教师就要

根据遗忘规律,设计相应的教法,强化学生记忆相应

的知识.

1.1 创设情境 引入物理概念

初中学生缺乏生活经验,且受一些错误前概念

的影响,导致物理概念教学成为了初中物理教学的

难点.艾宾浩斯的研究发现,背诵无意义的音节要比

背诵有意义的材料难得多[1].基于此,为了使学生更

容易地记住物理概念,就得让物理概念“有意义”.创

设生活中的物理情境,是学生长时记忆物理概念的

有效途径.例如,讲解功的概念时,就可以借助学生

日常生活中的推物体、提水等,让学生理解做功的两

个因素:一是要有力作用在物体上,二是物体要在力

的方向上移动距离,从而判断其他事例中是否有力

对物体做功.

1.2 利用实验 探究物理规律

物理规律是联系众多物理概念的“纽带”,但由

于初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还不强,所以,认识物理

规律尚有一些难度.笔者在研究遗忘规律时发现,应

用“自我参照效应”能较好地使学生掌握物理规律.
“自我参照效应”指的是,当人们将需要记忆的信息

和自己相联系时,就能够回忆出更多的信息[2].为了

建立物理规律与学生自己的联系,笔者利用物理实

验,让学生全程参与探究的各个环节;为了强化自我

参照效应,笔者在学生完成实验后,增加了“实验反

思”环节,让学生反思实验过程中的成功之处与不

足之处,以及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这样,学生在

后面遇到这一实验时,就能够回忆出更多的信息.例

如,在“科学探究:欧姆定律”的教学中,笔者首先就

通过回忆电流、电压、电阻的概念,并加上演示实验,

引导学生发现电流与电压、电阻的定性关系;再引导

学生通过自主设计实验、小组讨论、展示交流,确定

实验方案;然后,就让学生分组实验,收集实验数据,

分析得出实验结论;最后,独立完成实验反思.学生

的实验反思中,不仅有对实验细节的反思,而且还反

思出实验数据必须来自实验,不能为了得出实验结

论,而编造实验数据等等.这样,不仅加深了对物理

规律的理解,而且契合了现在中考实验命题“真实

验、真探究”的方向,有助于学生应付变化多样的考

试.

1.3 通过导图 建构知识体系

如果说物理概念是“独立”的,那么只要努力寻

找物理概念间的联系,就可以加深学生对物理概念

的记忆.笔者在实践中发现,思维导图就是建构知识

体系的有效途径.由于不同的学生,对知识有不同的

建构方法,所以,教师仅仅需要告诉学生利用思维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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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建构知识体系的基本方法,至于如何去建构知识

体系,大可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做.但值得注意的是:

学生所建构的知识体系,一定要符合正确的物理观

念.例如,有学生利用欧姆定律建构了电流、电压、电

阻的知识体系,看似很不错,但在展示交流时发现,

该学生误认为“电阻受电流、电压的影响”.因此,学

生完成思维导图后,可以让学生展示交流,对于发现

的问题,及时纠正,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2 改进学法 克服遗忘

“教”与“学”是一个双边的过程,为了有效的克

服遗忘,学生还得改进学法.

2.1 强化背诵

对于物理概念、物理规律、物理公式等,尽管倡

导“理解记忆”,但是也不是意味着就不去记忆.有研

究表明:学习背诵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记忆的保

持越持久[2].因此,对于教材上出现的重点内容,尽

管教师设计了一系列的教学环节帮助学生记忆,但

是为了让学生的记忆保持得更持久,答题时语言更

规范,还得强化背诵.

2.2 深入理解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提出“从

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课程理念[3],其

目的就在于要培育学生能应用所学知识去解决实际

问题的关键能力.而这种关键能力的培养,是建立在

深入理解物理知识基础之上的.若学生在学习物理

知识时,能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利用自我参照效

应,同样能加深对物理知识的理解.例如,在学习“惯

性”一节前,笔者就在运动会上捕捉了学生与惯性

相关的镜头,在上课时,就让这些同学谈一谈自己当

时的感受;然后,让其他同学也找一找自己与惯性相

关的事例.这样,不仅加深了学生对惯性的理解,长

期坚持下去,就可以让学生逐渐具备应用自我参照

效应的学法,提高学习力.

2.3 定期复习

由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可以看出:刚学完新知识后,

遗忘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随着时间的增加,遗忘的速

度逐渐减慢;同时,刚学完新知识后的“40min”“1d”遗

忘的速度相对较快.因此,学生学习知识时,应关注

两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要做到“及时复习”“定期复

习”! 对于“40min”节点,就要求学生在每节课下

课时,回顾本节课所学的知识;对于“1d”这个节点,

就要求学生在第二天,回顾前一天所学的知识;然

后,每周末、每月末又回顾本周、本月的知识,这样,

知识的遗忘速度就会更加地缓慢.

3 改进模式 提高效率

3.1 课堂教学的现状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的初中物理教学,教师已经

非常重视情境的引入,但在减缓知识遗忘的速度方

面,只停留在“背诵”“抄写”“刷题”“考试”等方式

上,并不注重知识的回顾和当堂的小结,更缺乏心理

学相关规律的应用.

3.2 教学模式的改进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对目前的教学模式进行了

一定的改进,形成了基于遗忘规律的“课时教学模

式”和“学期教学模式”.

3.2.1 课时教学模式

该模式由3个环节组成:“知识回顾”“新课教

学”“当堂小结”.这3个环节各有侧重,其中,“知识

回顾”不仅强调对本节课相关知识的回顾,而且强

调对前一天所学知识的回顾,因为从艾宾浩斯遗忘

曲线可以看出:24h后,对前一天所学知识保持的百

分数较低,若在这一时间节点回顾这些知识,可以有

效地减缓遗忘速度;“新课教学”则主要强调应用自

我参照效应,创设真实情境;“当堂小结”不仅强调

对本节课知识的总结,而且强调对本节课知识掌握

情况的诊断,通常在每节课下课前的5min进行,让

学生完成本节课知识的思维导图,并辅以1~2道

习题,这样,也可以有效地减缓遗忘速度.

3.2.2 学期教学模式

笔者通过编写《学期课程纲要》,将学期教学内

容进行统整,并强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周测”

写入课程纲要,这里的“周测”是对本学期本周以前

的所有知识进行检测,并在纲要中对每周的周测内

容进行规划;二是在出现联系多个物理概念的物理

规律后(如“欧姆定律”),加入一课时的“知识体系建

(下转第46页) 
—44—

2018年第12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从静止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然后刹车做匀减速

直线运动,直到停止.下列速度v和位移x 的关系图

像(图2)中,能描述该过程的是(  )

图2 例1题图

解析:v x 图像中切线的斜率

k=ΔvΔx=ΔvΔt
Δt
Δx=a

v
汽车一开始做匀加速直线运动,故切线斜率随v的

增 大应该减小;后来汽车做匀减速直线运动,k=

-a
v

故切线斜率为负且数值随v 的减小应该增大.

故本题选A.
【例2】小灯泡通电后其电流I 随所加电压U

变化的图线如图3所示,P 为图线上一点,PN 为图

线上过P 点的切线,PQ 为U 轴的垂线,PM 为I 轴

的垂线.则下列说法中正确是 (  )

图3 例2题图

A.随着所加电压的增大,小灯泡的电阻增大

B.对应P 点,小灯泡的电阻为R=U1

I2

  C.对应P 点,小灯泡的电阻为R= U1

I2-I1
D.对应P 点,小灯泡电阻为图中矩形PQOM

所围的面积

解析:P点的电阻R=U1

I2
为PO 连线的斜率,故

AB为正确答案.
【例3】在如图4所示电路中,闭合开关S,当滑

动变阻器的滑片P 向下滑动时,4个理想电表的示

数都发生变化,电表的示数分别用I,U1,U2和U3表

示,电表示数变化量的大小分别用ΔI,ΔU1,ΔU2 和

ΔU3 表示.下列比值正确的是(  )

A.U1

I
不变,ΔU1

ΔI
不变

B.U2

I
变大,ΔU2

ΔI
变大

C.U2

I
变大,ΔU2

ΔI
不变

D.U3

I
变大,ΔU3

ΔI
不变

图4 例3题图

解析:将电路进行简化,可得R1 与R2 串联后接

在电源两端.R1 是定值电阻,所以

U1

I =ΔU1

ΔI =R1

由于R2 变化,所以

R2=U2

I ≠ΔU2

ΔI
ΔU2

ΔI
为期间的定值电阻,即ΔU2

ΔI =R1+r,故本题答

案为A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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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意在强调知识之间的联系,减缓学生知识遗忘

的速度;三是将章末复习课的规划写入课程纲要,这
里强调对本章所涉及的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

究、科学态度与责任4方面进行提炼,不仅可以加深

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而且可以培育学生的核

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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