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奇 特”视野下的物理实验教学

曾庆国

(海盐元济高级中学  浙江 嘉兴  314300)

(收稿日期:2018 05 22)

摘 要:物理作为自然科学领域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物理实验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全面落实培养科学核

心素养的目标,具有其他教学内容和形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就目前高中物理演示实验存在的问题或不足,提

出物理演示实验应从“新、奇、特”三维度来强化演示实验的功能,从而提升学生的物理学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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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演示实验是高中物理课堂教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不仅是建立物理概念和规律,理解和掌握

物理知识的重要环节,还能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思

维能力、探索精神和正确良好的学习方法.

目前,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存在较多的问题与

不足.主要表现在:实验条件比较简陋;实验器材的

存旧;教师对演示实验不重视,创新缺乏等问题.这

些问题大大限制了演示实验在物理课堂教学中的作

用发挥.那么,如何在演示实验教学中挖掘其特殊的

教学功能? 如何提升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 笔者认

为:物理演示实验应从“新、奇、特”三维度来设计实

验,教学中力求实验、知识与思维的有机融合.

1 新

“新”是指新颖、新鲜、创新.即能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这类演示实验.我们一直

在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能够激发学生兴趣

的实验却很少.不少学生反映自己不愿意学习物理

是因为:教师的课堂教学即复杂又抽象、课堂上即便

有演示实验,也过于陈旧、简单、没有趣味性.

相反,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出示生动、神秘、富有

感染力的演示实验,扭转物理的枯燥、无味,把学生

的注意力拉回到课堂中,并对教师所要传授的知识

产生兴趣,跟随教师的课堂步伐去观察、思考、探究、

总结,从而提高物理学习兴趣.这就要求教师积极转

变观念,改变只注重课本理论知识的讲解,而忽略物

理演示实验的操作,使物理课堂变得较为枯燥;要求

教师积极探索,改变传统的、老旧的、无趣的演示实

验为新颖的、有声有色和感染力强的演示实验,让物

理课堂生动起来.通过师生的共同探究和交流来获

取知识、培养思维和提高能力.

教学实例:在人教版教材高中《物理·选修3

1》第一章“静电场”第1节“电荷及其守恒定律”创

新了如图1所示的演示实验.

图1 “电荷及其守恒定律”演示实验

实验情景:用头发摩擦过的气球去吸引一个放

在光滑球上的木制米尺.

教师提问:如何让米尺动起来?

学生回答:施加力的作用;

教师设问:我有气功,可以隔着气球对米尺产生

吸引,你们信吗?

学生回答:不信(或信).

教师表演:隔物吸物的“气功魔术”(在运气的过

程时隐藏气球和头发摩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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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现象:木制米尺发生转动.

学生思考:米尺运动的原因,“带电的物体不是

只能吸引轻小的物体吗? ”等等疑问.

简评:由于本节内容涉及的知识学生已在初中

学过,可以说是对旧识的复习.同时,课本上列举的

很多物理现象、演示实验学生已经了解.如果教师还

是通过毛皮摩擦过的橡胶棒或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

吸引轻小的物体来加以引入新课,就难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图1的演示实验“以小为大、以静为动”

的放大处理让学生直观地看到物理现象.再者,“气

功魔术”表演中气球与头发的摩擦过程考验了学生

的课堂注意力.

教师通过“新”的演示实验极大地吸引了学生

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学生对物理实验的兴

趣.当然,在设计时教师还要注意实验的实用性,既

不能演示学生头脑中已有的老实验,也不能演示超

出学生能力范围的实验.

2 奇

“奇”是惊奇、奇特、奇怪.即能让学生的认知发

生冲突的这类演示实验.所谓认知冲突,是指在学生

已有的认知结构中与当前的学习情境之间存在暂时

性矛盾,通常表现为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与新知

识之间存在某种差距而导致的心理失衡.这种失衡

虽然会给学生一定的干扰,但是又能促进学生不断

地追求新的平衡而完善认知.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

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探究者、

发现者、研究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

别强烈.”因此,演示实验中的认知冲突,就是利用

学生的知识经验与实验内容之间的差异,创设出与

学生已有知识结构相矛盾的情境,促进学生实现知

识建构的契机和动力,激发学生积极的探求与思考,

朝着预设的目标开展课堂教学.

教学实例:在人教版教材高中《物理·选修3

2》第四章“电磁感应”第6节“互感和自感”教学中,

为了增强演示实验的“奇”,把图2所示的自感演示

实验改进为图3所示的演示实验.

图2 自感演示实验

实验情景:演示图3所示的实验,观察开关断开

时灯泡亮度的变化情况.

图3 改进后的自感演示实验

实验现象:小灯泡闪烁一下熄灭(滑动变阻器电

阻最小).

教师提问:小灯泡为什么会闪烁?

学生思考:断开瞬间小灯泡怎么会变亮? 小灯

泡中的电流怎么会增大的? ……(实验现象与学生

的前认知形起冲突)

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变亮的原因 ……

教师再问:断开一定会闪亮么?

教师再演示:断开开关(滑动变阻器电阻最大).

实验现象:灯泡没有闪烁就熄灭.(再次产生认

知冲突)

师生互动交流并总结:流过小灯泡的电流只能

来自自感线圈,自感现象不会总使电流变大,其大小

取决于闭合前流过小灯泡的电流与线圈的电流大小

决定.

教师再演示:把小灯泡换成牵手连在一起的学

生,体验电击实验.

简评:本演示实验中小灯泡的闪烁现象非常明

显,使学生产生了主动探求新知的认知冲突,从而提

高了课堂教学效率.正因为起初的认知冲突比较强

烈,学生总认为“小灯泡总是先闪亮再熄灭”,所以在

教学过程中又增设了一演示环节,又一次让学生产

生“你现在所看见的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认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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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从而使学生明确物理现象须系统、全面地去分析

其原因,不要轻易妄下结论.本实验最后也可把灯泡

换成手拉手的学生,让学生体验被“几伏电压”电击

一下的奇怪感受,体会物理学的奇特魅力,增强了学

好物理的欲望.

教师在设计“奇”的演示实验时要注意二个原

则.一是:适度性原则.即教师预先设置的冲突不能

过大、也不能过小.过大就难以产生相应的解答行

为,过小则无法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二是:启发性

原则.当认知冲突被引发,教师要特别注意启发学生

关注演示实验的器材和操作过程,一步一步地引导

学生,最终促使学生自主完成知识的建构.

3 特

“特”是特色,特殊,特别.即能向学生展现难以

理解的物理现象、知识、规律的演示实验.著名物理

教育家朱正元教授说过:“对于物理概念、物理规律

等一些理论性的东西,往往是千言万语说不清,一看

实验就分明”.物理学中有很多无法观察与触摸到的

物质(场)模型,怎样通过演示实验让学生感知它们

的存在是物理教学的一大难点.

教学实例:在人教版教材高中《物理·选修3

1》第一章“静电场”第3节“电场强度”教学中,为了

让学生感受带电体周围存在着“电场”这一物质,利

用了如图4所示的节能灯和静电球来做演示实验.

图4 用节能灯和静电球做演示实验

实验情景:把节能灯靠近静电球.
实验现象:节能灯会点亮.
教师提问:节能灯为什么靠近静电球会变亮?

有电流吗? 还是空间中存在着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

些东西?

学生行为:观察和思考并相互交流.

教师引导:是否在节能灯的周围存在某些特殊

的物质,正是这些物质使节能灯点亮呢?

……

教师再问:静电球周围的电场,空间中电场的强

弱相同吗?

教师再演示:节能灯在静电球周围不同位置的

发光情况.

实验现象:不同位置灯的亮度不同.

学生总结:空间电场强弱不同.

教师再演示并提问:把节能灯拿走,灯不亮了,

这个位置的电场是否没有了?

简评:电场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是实实在在存

在的一种物质,那么教师该如何让学生感知电场的

存在并且明确电场有强弱这一事实? 在教学中充分

利用图4所示的演示实验把这一“说不清”的物质感

知出来,增强了学习物理的有趣性.通过设计一些形

象的实物演示实验和利用多媒体进行虚拟的实验演

示,可以使模糊的物理概念变得明了,可以使无法感

知到的物理情景变成可以感知到的,变得可视化,同

时也可以通过演示实验使深奥的概念和规律变得更

加简单明了.

设计“特”的演示实验须考虑到演示实验的教

育性、科学性、创新性和安全性.教师应以突破教材

的重点、难点为目标,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这样的

演示实验设计才更有价值和意义.

总之,演示实验在物理教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教师在设计时要尽可能地体现学科特点,从

“新、奇、特”三维度来展示实验的魅力,唯有这样的

演示实验才能突破教学重、难点,才能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望,从而提升学生实事求是、敢于探究的物理学

科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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