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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中物理教学过程中,实验教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创新物理实验,也是让学生更喜欢物

理课程并学好物理,贯彻新课程标准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要求.创新物理实验需要体现两个原则,并从3个维

度上实施.
关键词:学习  实验  创新  兴趣

  吸引学生走进物理课堂的关键是提高学生学习

物理的兴趣.物理学的基础是实验.实验教学是高中

物理课堂必须重视的最重要的教学内容之一.丰富多

彩的物理实验是吸引学生走进物理课堂的重要法宝.
新时代的高中生,由于网络和资讯的发达,他们的见

识已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教材里的常规实验,

已经不能充分满足他们对物理世界强烈的认知兴趣.
因此,物理实验的创新是新时代物理教学的重要要

求.
物理实验创新是基于新课程标准的教学理念下

教师所进行的有效尝试.它使教师从课程的传播者改

变为课程的构建者和创造者.它是基于核心素养的物

理实验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促进学生自觉地

学习,有助于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意

识等各种能力的培养.

1 物理实验的创新需要体现两个原则

1.1 要重视学生的参与

在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下,实验教学要求学生作

为教学的主体.教师要将这一思想在物理实验教学的

过程中体现出来,强调学生的参与,如此才能在实践

中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实验原理和知识,培养物理思

维,使得实验教学事半功倍.
案例1:在“摩擦力”的教学内容中,教师可以安

排学生进行拔河比赛.如图1所示,让一名男生和一

名女生分别用手握住一根橡胶棒的首尾两端.男生肯

定会获得第一次比赛胜利.接下来教师可以在橡胶棒

靠近男生的一端涂些油进行第二次比赛,这次女生反

而获得胜利.该实验可以很直观地演示动摩擦因数对

动摩擦力大小的影响.

图1 案例1图

案例2:在“力的合成与分解”实验中,可以让一

个女生与两个男生进行拔河,但是两个男生要以某个

比较大的角度向两边拉,如图2所示,结果是女生获

胜.该实验用一个反常的结果说明了一个物理原理,

也表现了科学的力量,使学生受到了震撼.

图2 案例2图

这样的演示实验学生有机会亲身体会和参与,能

直观地感受到结论,对于培养学习兴趣大有好处,对

于知识的理解往往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2 实验的创新应体现趣味性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如果有很多学生说不喜欢

物理实验或者上物理实验课,那几乎肯定是教师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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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教学过程中出现问题,例如操作太过机械,完全

照本宣科,导致实验毫无趣味性.学生参与到实验中

的积极性自然会很低.在做实验时,教师不应拘泥于

教材,而是要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尽可能

设计具备趣味性的实验,以学生更乐于见到的方式呈

现实验原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留下深刻的

印象.
案例3:在“互感和自感”一课的教学中,笔者增

加了“千人震”实验,该实验可让学生通过亲身经历体

验到自感的产生.具体过程如图3所示.

图3 案例3图

几个学生手拉手与电感线圈并联,再与两节干电

池和开关构成闭合回路,电路接通稳定后笔者突然断

开连接电池的开关,学生受到电击,立即本能地将手

甩开.这种有趣和惊险的实验使学生对于线圈中断电

时产生的自感现象理解更加深刻,也使得物理课堂更

加丰富有趣,更吸引学生.这对于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启发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大有益处.设计趣味

实验不仅是为了丰富实验内容,同时也能激发学生的

物理学习动机,在轻松愉快的实验过程中渗透物理知

识,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可见,增加实验的趣味性是创

新物理实验的另一个原则.

2 物理实验的创新有3个维度

2.1 从思维模式上进行物理实验的创新

一些教材中的实验,用原有的方法虽然也很简单

熟悉,但学生思维难以得到启发.这时,不如做一些实

验思路的改变,同时让学生更多地参与,让他们有更

多的体验,效果更好.
案例4:在“力的分解”一课中,学生对斜向上的

拉力产生的两个效果的理解产生困惑.笔者没有用台

秤来做演示,而是让学生把手头两本书的每一页分开

交叉重叠在一起放在桌面上,如图4(a)所示,然后用

力把两本书向两边拉开,此时学生感觉很困难;接着

笔者又让学生把一本书放在桌面不动,另一本书斜向

上拉出,如图4(b)所示,这一次学生感觉很容易就做

到了.做完实验,让学生分析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学
生很自然地就能得到斜向上的拉力产生的两个效果

的结论.在“探究摩擦力的影响因素”实验中,同样也

是让两本书分页交叉重叠,分别向两边抽出书,这样

会很困难.但如果让学生把两本书从空中释放,然后

在掉落过程中分别向两边拉出,那就会非常容易.

图4 案例4图

案例5:如图5所示,在“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

关系”实验中,当学生受力分析的知识掌握较好后,可
以改变思维模式,对实验这样理解,把研究对象确定

为砝码与砝码盘和小车整体进行实验,只要作为拉力

来源的砝码数量变化时与小车总是联系在一起保持

总质量不变就可以了.在学生学习了“动能定理”后,

也可以用这套相同的实验器材来探究系统动能定理.

图5 案例5和案例6图

案例6:同样的这套器材,稍微改变一下实验思

路和做法,就可以用来测定动摩擦因数.具体做法如

下,在不平衡摩擦力的情况下,让小车和打点计时器

置于高度较低的桌面,释放小车后,砝码和砝码盘很

快掉到地上,此后小车将仅在摩擦力作用下(空气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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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误差因素)做匀减速运动.这样就可以利用减速

过程中纸带某两点的速度测出车与接触面间的动摩

擦因数.
可见,从思维模式上对实验进行创新,能够使学

生更容易理解实验现象所包含的物理原理,也能够使

学生对于物理原理的理解更深入、更深刻,也更加能

够拓展学生思维的广度.
2.2 从技术手段上进行物理实验的创新

从技术手段上进行物理实验的创新,简单来说,

即引入一些新的元器件或实验器材,对实验进行改

进,使得实验效果更好,或者更适合学生的认知水平,

更好地服务当下的教学.
案例7:如图6(a)所示,A,B是两个非常轻的铝

环,A环是封闭的,B环在某处断开.当条形磁铁的S
极或N极接近A环,A环将移动远离磁体.如果磁铁

被拉出,A环将向相反方向移动;当磁铁接近或离开B
环,B环却不移动.

在演示该实验时,由于环本身很小,而A环运动

时又是绕O点转动,故操作时经常会出现磁铁与环相

碰的情况.这一点使操作更难,并使演示效果打了折

扣.为了使实验效果更明显,同时保留原有实验的优

点,可以采用如图6(b)所示的实验装置.用两条细长

绳(绳较长)一端固定在铁架台上,把A和B两个铝环

分别悬挂在细长绳的另一端.这样改进后,A环运动

仍为转动,但运动时阻力较小,而且由于绳子较长,A
环运动过程中也不容易碰到磁铁.

图6 案例7图

案例8:在“摩擦力”一节的教学中,教材中提供

的测定最大静摩擦力的方法是直接用弹簧测力计连

接木块,再用手拉测力计.这种方法测最大静摩擦力

很好,既简单实用又比较准确.但如果用这种方法测

动摩擦力,则显然存在很大的缺点,甚至可以说这样

测动摩擦力是不科学的.可以对该实验进行如下改

进,如图7(a)所示,用一条绳固定住测力计的一侧,另
一侧连接木块,木块放在长木板上,为了避免测力计

与长木板的摩擦,在测力计两侧要用铁架台把测力计

固定住,让测力计悬在空中,并保证测力计平面与左

侧的绳和右侧连接木块的挂钩在同一平面上,并与下

面的木板平行.沿绳子与测力计中轴方向拉动下面的

木板,木块与木板发生相对运动,当测力计示数稳定

时,此示数即为木块与木板的动摩擦力.
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在木块下面设置小型传送带,

如图7(b)所示,传送带逆时针转动,当木块与测力计

相对静止时,测力计即能显示稳定的示数,该示数即

为木块与传送带间的动摩擦力.这样改进后整个运动

过程更稳定,能准确读数的时间也更长.

(a)

(b)

图7 案例8图

2.3 利用生活中常见的物品自制教具或设计实验

自制教具是对教材教学内容和实验器材的思考

和再创造,它是教师综合创新能力的体现,让学生参

与自制教具也能更好地启迪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意

识.生活中的各种物品可以说是物理实验器具的巨大

宝库,只要善于观察和思考,就能利用它们为我们的

教学服务.
案例9:小风扇和玩具小车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

的用品,把两者组合在一起就能制成一个很有用的教

具.如图8所示,把一个带电池或可充电的小风扇固

定在一辆玩具小车上(玩具小车要选择车轮比较容易

转动的),当风扇工作时,风扇受到的反作用力就会推

动小车与风扇向反方向运动.用这个教具可以很直观

形象地演示固体与气体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教学

效果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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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验探究浮力的大小”实验的改进和创新

陈 艺
(湘乡市太平中学  湖南 湘潭  411411)

杨新宇
(湘乡市教育发展中心  湖南 湘潭  411411)

(收稿日期:2019 02 26)

摘 要:通过对教材上的实验方案和实验仪器的改进和创新,优化“实验探究:浮力的大小”的实验步骤,理清原

理,自制器材,更便于操作.并且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来分析浮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以及浮力的大小与排开

液体的重力的关系.将本部分难点实验化成简单实验和兴趣实验,实验过程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思维,锻炼学生的实

验操作能力.
关键词:浮力  称重法  实验改进

  “实验探究浮力的大小”是教科版八年级下册第

十章第3节,教材设计的实验内容包括“实验探究浮

力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和“实验探究浮力的大小

与排开液体的重力的关系”.这是初中阶段力学实验

中的难点,也是重点,教师在进行这部分教学时,需要

克服诸多困难,如器材的搜集与准备、实验原理的分

析、实验操作的指导、实验结论的推导,等等.任何一

个环节没有处理好,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都不能让学生理解和掌握浮力的

图8 案例9图

案例10:利用圆珠笔芯和尖端的铜笔头,可以制

作一根灵敏多用的小磁针.具体做法如下.
将圆珠笔芯的铜笔头取出洗净,剪取一段1cm

长的圆珠笔芯套在笔头尖上,把一支磁化的缝衣针用

火烤热后,横穿过上述圆珠笔芯的顶部,另取一根缝

衣针,把有针眼的一端固定在软木塞(或泡沫塑料)上
,将铜笔头套在针尖上,这就制成了一根极其灵敏的

小磁针,如图9所示.

图9 案例10图

学生可以用它与其他仪器配合动手做很多实验:

(1)当作指南针进行演示实验;(2)磁极间相互作用

实验;(3)奥斯特的电流磁效应实验;(4)判断通电螺

线管的极性实验.

这种颇具创新性的实验器具的制作和实验设计,

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利用身边常见的物体,制作方法很

简单,每位学生都可以自制,而且用途很多,可以解决

“磁场”这部分教学内容中的一系列问题,学生还可以

带来课堂做实验.

3 结束语

在教学中,实验创新既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要

求之一,也是吸引学生走进物理课堂的一大法宝.因
此,教师不应墨守成规,应该多思考,多研究,创新实

验设计理念,创新实验方法,创新实验器具,使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感受到物理学的多姿多彩和物理知识的

奇妙之处,从而使他们更愿意走进物理课堂,使学习

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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