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信息化2.0时代提高初中
物理实验教学有效性的策略*

——— 以苏科版八年级物理“凸透镜成像的规律”教学为例

郑智伟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天宁分校  江苏 常州  213017)

朱超颖
(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江苏 常州  213000)

(收稿日期:2020 01 11)

摘 要: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来临意味着教育信息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在这样的新时期中,初中物理实验教

学需随之发展,就目前初中物理实验教学来看,仍面临着教学观念存在误区、组织方式较为单一、教学技术应用较浅

等困境.为了突破困境,尝试从教学观念、教学组织、教学技术3个层面提出相关策略,以期提高初中物理实验教学

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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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重要性

初中物理课程是一门注重实验的自然科学基础

课程[1],并且实验教学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物理实验是初中物理教学的坚实基础.在

物理概念、物理规律的教学中由于部分学习内容抽

象,加上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的思维性、逻辑性、复杂

性,导致初中物理教学必须以实验为基础.在教学过

程中需要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避免“纸上谈

兵”式的教学,通过物理实验帮助学生锻炼观察能

力、发展实验能力,提高科学素养[2].
其次,物理实验是初中物理教学的重要方法.物

理实验将复杂的条件简化,借助实验设备,突出了研

究对象的主要因素,排除了次要的非本质因素,帮助

学生创造一个恰当的实验环境,以发现和验证知识.
在此基础上,通过演示实验或学生实验,将需要认识

的某种性质或关系以比较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进

而让学生观察实验现象,形成自己的概念,以便学生

理解物理概念、掌握物理规律.
最后,物理实验是初中物理教学的重要抓手.基

于物理实验直观具体、生动形象的显著特点,在教学

中通过合理运用物理实验,提高学生的求知欲望,让

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进而将物

理知识与自然现象、生活实际相联系.

2 传统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困境分析

随着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来临,传统初中物

理实验教学所面临的困境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教

学观念存在误区、组织方式较为单一、教学技术应用

较浅等方面.
首先,传统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教学观念存在

误区.部分教师对于初中物理教学的定义仍然停留

在传授知识上,没有充分认识到实验教学在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中的重要意义[3].片面追求学生对知识

—08—

2020年第9期               物理通报               教育技术应用

*2018年度江苏省规划办“十三五”课题“国际理解教育视野下初中学校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的案例研究”,项目编号:E C/2018/02;

2018年度江苏省基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依托学科教室建设转变学习方式的实践探索”,项目编号:苏教办基【2018】6号;常州市教
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初中物理实验资源的开发和应用”,项目编号:CJK L2020239

作者简介:郑智伟(1994  ),男,硕士,中教二级,从事物理教学及研究.
通讯作者:朱超颖(1994  ),女,硕士,中教二级,从事物理教学及研究.



点的掌握,忽略了对学生观察能力、动手能力、科学

态度、合作精神等方面的训练和培育.加之部分教师

认为有的物理实验条件难以控制,如水的沸腾实验

难以控制水沸腾的时间,故有的教师为了按时完成

教学任务甚至选择不在课堂上呈现,仅仅将课堂作

为教书的讲堂,形成了重“知识学习”轻“过程探究”

的现状,不利于师生的发展.
其次,传统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组织方式较为

单一.传统课堂教学组织方式主要为班级授课制,在

这种组织方式下教学中更多地强调学生的均衡,容

易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并且在实验教学的学生实

验中,部分教师在课堂上会把一些需要测量的数据

告诉给学生,学生只能按照老师讲的步骤,得到相应

数据、结论,匆匆了事.部分学生没有通过思考而进

行的被动操作,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大多数的学生并

没有达到实验的目的,对于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

达不到新课程提出的目标要求.
最后,传统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教学技术应用

较浅.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实验是激发和提高学生学

习热情的有效渠道之一,但从当前初中物理实验教

学现状来看,教学技术在应用时存在技术与学习脱

离的困境.一方面,部分教师自身信息素养不足,在

课堂上并未能够灵活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而难以

为所教学的内容提供有效服务;另一方面,教学技术

仅仅成为教学资源再现的简单工具,并且可能由于

学生突然生成的问题导致利用教学技术“精心设计”

的环节被打乱,不利于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

3 教育信息化2.0时代提高初中物理实验教学有

效性的策略

由于初中物理实验教学在物理教学中具有重要

地位,加之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实验教学存在一定

的困境,故在教育信息化2.0时代如何提高初中物

理实验教学的有效性是关键.接下来本文将以苏科

版八年级第四章第3节“凸透镜成像的规律”为例,

尝试从教学观念、教学组织、教学技术3个层面提出

相关策略,以期提高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有效性.
首先,在教学观念上需以培养核心素养和关键

能力为目标定位.在“凸透镜成像的规律”教学中,

为了保证科学探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预防学生的

盲目探究和教师的越位引导,将“探究凸透镜成像的

规律”学生实验分解为3个探究环节,分别为初探凸

透镜成像的规律(准确找到一个倒立、缩小的实像并

能准确记录物距和像距),再探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在光屏上寻找不同性质的实像并记录实验数据)

以及终探凸透镜成像的规律(能够找到正立、放大的

虚像),通过螺旋式上升的认知过程指导学生自主学

习.如在初探凸透镜成像规律的环节中,根据所进行

的猜想与假设,即“物距影响凸透镜成像的性质”,让

学生尝试选择所需要的实验器材.由于在此前已学

习过小孔成像、平面镜成像,学生易得出需要物体

(或光源)、凸透镜、光屏3种实验器材,再通过引导

结合所需探究的影响因素为物距,易知需要刻度尺,

教师此时顺势引出光具座并进行简单介绍.在此基

础上,帮助学生进一步明确物距和像距,以及实验操

作时需注意的要点.
教学片段:

师:既然要探究的是凸透镜成像规律,那么肯定

要让物体反射的光线或光源发出的光线经过凸透镜

后成像.如果老师将凸透镜固定在光具座50cm刻

度处,移动物体的位置到18cm刻度处,此时在凸透

镜的右侧左右移动光屏的位置,直到光屏上呈现出

最清晰的像,记录光屏的位置为68cm刻度处,并记

录物距和像距,之前有同学在实验纸上记录物距为

18cm,像距为68cm,请问是否正确? 若不正确如

何改正?

生:不正确,物距和像距记录错了.物距是物体

到透镜的距离,应为32cm,像距是像到透镜的距

离,应为18cm.
师:很好,看来同学们已经知道如何准确记录物

距和像距了.如果给定焦距为10cm的凸透镜,请同

学们两人一小组在光屏上找到倒立、缩小的实像.先

将实验器材依次安装在光具座上,然后开始实验.并

将相关实验数据记录在实验记录纸上.
生:学生动手依次安装实验器材,并尝试在光屏

上寻找清晰的倒立、缩小实像.但在实验过程中存在

遇到无论怎样移动光屏都无法在光屏上找到像、所

成的像较为模糊时就记录物距和像距、当物和像大

小相近时难以准确判断成像性质等问题.(教师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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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并将学生实验操作时遇到的问题进行拍摄.)

设计意图:通过展示学生记录错误的实验数据,

再让学生对其进行评价,在这样评价他人的过程中

有助于学生进行自我反思.
由于在凸透镜成像中倒立缩小实像最易找到,

故让学生寻找倒立缩小实像,随后教师运用信息化

手段,将拍摄到的错误操作或问题实时发送到学生

的平板上或投屏到公屏,进行一一地呈现,再让其他

学生指出其错误所在并进行改正,通过即时评价从

而总结出如何寻找实像.这样的教学观念相较于直

接告诉学生如何操作而言,更加注重学生的自主学

习,进而有助于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运用已知,自

己解决这一类“跳一跳就够得到”的问题.既让学生

加深了印象,又培养了学生的实验能力.
其次,在教学组织上需强化学生的动机与兴趣、

注重差异化及个性化教学.如学生在进行再探凸透

镜成像规律实验时,由于学生间存在差异性,导致部

分学生完成较快,能够快速准确地收集到凸透镜成

不同性质实像时的物距及像距,为避免这部分学生

荒度课堂时间,当这部分学生完成再探实验后,利用

平板或公屏推送选做实验:“实验中,若将凸透镜用

不透明物体遮去一半,光屏上所成的像还完整吗?

像的亮度有无变化? ”“实验中,降低(或升高)物体

(F 光源)的高度,则光屏上像的位置如何变化? ”

通过正视学生间的差异,加强教师与不同学生间的

互动,让学生的自主学习高效化.
最后,在教学技术上需将技术有机地运用到初

中物理实验教学的全过程,强化信息技术与初中物

理实验教学的深度融合.如再探凸透镜成像规律中,

为使实验结论根据普遍性,将各小组的实验数据均

输入到Excel表格中,以期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找寻

凸透镜成像的规律[4].但发现实验数据较为杂乱无

章,不便于总结凸透镜成像的规律,故利用信息化的

便捷性,将所有小组的实验数据以物距为主线进行

降序排列,如图1所示,可以清晰地发现成像性质.
为提高教学的有效性,进而对倒立缩小实像、倒立等

大实像以及倒立放大实像分别筛选,通过对不同性

质像的物距逐一分析,最终得到物距大于一倍焦距

部分的凸透镜成像规律.

图1 Excel表格中部分数据

在再探凸透镜成像规律实验中,通过分析与总

结发现物距小于一倍焦距时,不能在光屏上找到清

晰的像,但是此时光源是否能够通过凸透镜成像?

若可以此时的像在何处? 像的性质又是什么? 以此

引发学生的进一步思考,进行终探凸透镜成像规律.
学生通过动手实际操作后,能够找到与物同侧的正

立、放大虚像,进而将凸透镜成像的规律补充完整.
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强化学生对于物距小于一倍

焦距时成正立放大虚像的理解,借助信息化技术,为

学生展示随着物距减小,像的正倒、大小、虚实的变

化情况,如图2所示.通过这样连续、动态的过程,帮

助学生进一步理解、记忆并从整体上把握凸透镜成

像的规律,以提高实验教学的有效性.

图2 凸透镜成像的规律的动态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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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comingoftheeraofeducationalinformatization2.0,itmeansthattheconstructionof
educationalinformatizationhasenteredanewera.Insuchanewera,juniorhighschoolphysicsexperiment
teachingneedstodevelopwithit.However,atpresent,juniorhighschoolphysicsexperimentteachingisfaced
withmanydifficulties,suchasthemisunderstandingofteachingconcept,thesingleorganizationandtheshallow
applicationofteachingtechnology.Therefore,inordertobreakthroughthedilemma,thispaperattemptstoput
forwardrelevantstrategiesfromthreeaspectsofteachingconcept,teachingorganizationandteachingtechnology,

inordertoimprovetheeffectivenessofjuniorphysicsexperiment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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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79页)
实验过程及现象:在透明盒中点燃小段艾条,将

手机显微镜和手机进行组装并打开手机拍照系统,
打开激光笔,就可以看到亮点在浮动[4].如果将酒精

灯点燃,可以看到微粒运动更加剧烈.
思考与改进:这件自制教具最大的特点就是使

用方便,用手机显微镜代替实验室中显微镜的作用.
与此同时,配合激光笔的使用,可以看到亮点在做无

规则运动.还可以说明温度与运动剧烈程度的关系.
当然,在讲授空气污染方面的课程时,也可以用没有

污染和污染严重的空气进行对比实验,培养青少年

的环保意识.

3 总结与思考

我们总说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要给学生

提供了解自然界的机会,我们物理课程的教育也要

立足于学生的生活经验,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教

育已经开始脱节化,很多书本上的举例,曾经的我们

确实经历过,但却无法引起当代学生的共鸣.“关注

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要采取有效的教

学策略引导和帮助学生”这是课程标准对于我们的

要求,那么笔者觉得,自制教具就是一种很好的教学

策略和方法.器材源于生活,取之生活,拉进与学生

的距离.教具用于教学,辅助教学,更容易让学生理

解知识内容.自制教具,教师可以,学生亦可以,辅助

教学的同时也锻炼了学生思考、动手能力.真可谓一

举数得!
本文所介绍的是以激光笔为主开发的系列自制

教具,可用于课堂演示实验、学生探究实验,教师在

利用时需要考虑其对课堂教学的适用性.而教师在

设计系列实验时,也要考虑其对课程内容的促进性、
有效性,让生活真正走进物理课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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