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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电路的连接”为例,总结开放性实践性作业的优势,在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途径与方法上做出一些

探索.一方面,作业设计与布置时要体现适切性、发展性,以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完成过程中要体现开放性、

合作性,以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完成后的评价要体现及时性、全面性,促进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形成.另一方

面,要将作业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考虑与课堂教学的融通性,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物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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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性实践性作业是指学生在比较开放的条

件下、自由的环境中自主完成的作业.它没有统一的

标准和规定的答案,需要学生根据作业要求,制定计

划、收集材料、动手实践,通过合作交流得出结论或

完成作品.

1 开放性实践性作业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优势

传统作业大多以习题的形式考查学生知识点的

掌握情况,通常用正误或成绩作为评价的标准.虽然

具有教学诊断和反馈的功能,但对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成效不显著,也无法充分展现学生的个性和创

造潜能.开放性实践性作业不仅能对所学知识进行

巩固,更能通过活动和交流暴露学生的认知漏洞,增

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使学生的学科核心

素养得到发展.与传统作业相比,它有以下优势.

1.1 内容有趣 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

作业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但针对低水

平目标的简单机械性重复的作业往往让学生倍感疲

惫.开放性实践性作业类型多样,新颖有趣,既可以

是调查研究、实验演示又可以是科学制作.例如在

“电路的连接”这一课中引入开放性实践性作业,让

学生为校园艺术节制作小动物脸谱,学生积极参与,

在动脑、动手、动口的过程中体会交流合作的快乐,

成功的喜悦.它宛如一股清泉让学生从茫茫题海中

解脱出来.

1.2 形式灵活 有利于培养综合能力

开放性实践性作业的时间灵活开放,作业期限

相比传统作业更长,学生能够自由分配,灵活利用.

比如学生在完成开放性实践性作业--脸谱制作过

程中,会经历目标制定、认知策略的选择、解决问题

的成功与失败.这需要他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规划

分配时间,对自己的认知活动进行调节与监控,从而

提高自己的元认知能力.

完成开放性实践性作业的途径灵活多样.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合适的认知策略.既可以

通过查找资料,也可以通过与同学、家长、老师的交

流或合作来完成任务.在此过程中学生体会了学习

的乐趣,加强了团队协作意识,更有效地实践了“从

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增强了科学探究

的能力.

开放性实践性作业的评价灵活多维.传统作业

教师只用简单的对错来评判,而开放性实践性作业

的评价没有统一的标准,既可以是师评,也可以是学

生自评、互评.它并不只用分数来评价一个学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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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关注学生多元化智能的发展,凸显全面育人.

1.3 思维开放 有利于科学思维的形成

由于开放性实践性作业时间灵活,完成途径多

样,评价多维,它给予了学生更多自由探索的空间,

有利于发散性、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教师通过有效的

情境创设,帮助学生体验建构物理模型,让学生在观

察和实验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推理论证,得出结论,

发展科学思维.在完成作业脸谱制作的过程中,有的

学生使用小灯并联让小动物眼睛发光,有的使用发

光二极管,无论是造型还是电路都各不相同,充分激

发了学生的创新潜能.而后通过作品评价与改进,对

不同观点做出质疑和批判,逐步形成正确的科学态

度.

2 开放性实践性作业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途径与

方法

结合“电路的连接”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实践

性作业在布置、完成及评价等环节中落实物理核心

素养的途径与方法有以下几点.

2.1 设计与布置作业时 体现适切性和发展性

开放性实践性作业不仅要起到巩固、发展知识

技能的作用,还应促进学生发展过程与方法、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学生主动思考、深入研究,提

高学习兴趣,落实物理核心素养[1].因此在进行作业

设计时,教师应先根据学生能力的最近发展区,在了

解学情的基础上,设计富有一定挑战性的适切作业.

让学生经历“安安静静的思考,小心翼翼的尝试,反

反复复的琢磨”,由此体验“百思不得其解的痛苦,柳

暗花明的幸福”.这样的作业才是有效的.

在“电路的连接”教学中,学生由于对七年级科

学中所学知识的遗忘,其辨别串联、并联电路和连接

并联电路的能力较弱.为达成教学目标,除了在课堂

教学中需加强设计、采取有效措施突破难点外,还可

以进一步发挥实践性作业的作用.以作业为载体,复

习基本电路的组成和连接,进一步学习两个用电器

的连接以及通路、断路、短路3种电路状态,也为后

续学习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的特点做好铺垫.

结合学生的学情,布置作业如下:为校园艺术节

的舞台剧制作小动物脸谱,要求动物的两只眼睛用

灯泡代替,能使眼睛发光.并使用开关达到让眼睛眨

一眨的效果(让小灯亮暗交替).

通过创设具有适切性、挑战性、趣味性的作业情

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了学习兴趣.在制作

脸谱的过程中,有的学生观察发现“开关断开时小灯

发光,闭合时反而熄灭”的奇怪现象,从而深入探

索,经历归纳、分析、概括等方法,从而使科学思维能

力得到发展.

2.2 作业完成的过程中 体现开放性和合作性

开放性实践性作业通常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相

联系,以探究活动为载体,加深对物理概念、规律的

理解,并逐步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

刚开始时,由于学生没有接触过类似的作业,可

能有点手足无措.教师可以让学生先设计研究方案,

写出研究计划、需要的资源、遇到的问题、拟解决的

方法、注意事项等,帮助学生理清头绪,也便于教师

了解情况,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授人以鱼不如授

人以渔”,所谓的“指导”并不是包办代替,而是引导

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上网查资

料、同学间互助、利用社会资源这些方法让学生在学

习了物理知识的同时,更增强了人际交往的能力与

团队合作的意识.

对自己完成有困难的学生要重点指导,首先让

他们树 立“我 能 行”的 信 心,而 后 采 用“分 步 完

成”“生生互助”的策略.所谓“分步完成”就是把一

个大问题分成若干小问题一个一个去解决.“生生互

助”就是找一些比较有想法的学生与他们结成对

子,交流作业心得.当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时,对其

认真的研究精神给以肯定,并进行适当的点拨;当他

们解决某个问题后,大力表扬了一番.从此这些学生

不但爱上了开放性实践性作业,成绩也有了提高.通

过经历提出问题、作出假设、制定计划、收集证据、处

理数据、表达交流等过程,学生的自信心得以提高,

他们的科学探究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电路连接”一课中学生作品展示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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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作品展示

2.3 作业完成后的评价要体现及时性和全面性

任何一项作业,如果没有评价与反馈,就无所谓

成效与结果.有效、及时的评价能最大化作业的效

果,促进科学态度的养成.在完成实践性作业--脸

谱制作后,通过学生的自评、互评,教师引导其思考

自己作品的优缺点以及改进方法,从而认识自我,树

立自信,逐步形成科学态度与责任,激励学生进一步

发展.制作评价量表如表1所示.

表1 作业评价量表

评价内容 评价要素 自评 组评 师评

科学性 合理的电路连接

实用性 脸谱使用时的牢固程度,美观度

自制程度 有无充分的自制过程证据

研究程度 制作中有无发现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

合作交流 是否积极分享,乐于帮助组员

反思 能否提出自我改进和提高的方面

  在评价中涉及知识的掌握、发现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交流合作的能力、联系其他学科(如多媒体技

术、劳动技术)的综合能力,考虑学生多元化发展.
通过评价,倡导学生自制器材,变废为宝,建立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通过实事求是的记录和评价,形成严

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在合作交流环节通过收集证据、

发表自己的见解,树立敢于质疑的科学精神.
另外,教师应把每次的作业成绩记录在案,以便

于期末的时候评选作业“优秀之星”,给予奖励和表

扬,增强学生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更好地投入到学习

中去.还可以在教室中设置优秀作业展示角或是进行

优秀作业经验分享交流活动,达到激励、提高的目的.

2.4 设计与布置作业时 考虑与课堂教学的融通

性和目标一致性

作业的设计应服务于课堂教学.教师应根据教

学任务,将实践性作业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
在“电路连接”这节课伊始,请各组学生展示实

践性作业 ——— 为校园艺术节制作的脸谱面具,并操

作使小灯发光,同时展示电路连线以及电路图,交流

制作心得.通过活动,学生既回忆了串并联电路的连

接特点,又重建了知识结构,理清了知识脉络,把感

性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
而后根据作业展示,总结归纳串并联电路的连

接特点,引出新任务:探究如何使用开关完成串联电

路和并联电路的切换.任务要求选择串联或是并联

电路图设计电路并实验,添加开关后能通过开关的

断开和闭合改变电路的连接方式.在开放性实践性

作业中学生已完成用开关使动物面具眨眼睛,了解

了开关在串并联电路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设计实

验进一步增强对电路连接方式的辨别、分析能力,加

深对串联、并联电路连接特点的理解.使学生经历概

念、规律的形成过程,树立正确的物理观念.
最后通过联系实际的问题(为保证驾驶员的安

全,轿车上设有安全带提示系统.当驾驶员坐在座椅

上时,座椅下的开关S1闭合、开关S2断开,指示灯L

亮起;当驾驶员系上安全带时,开关S2 闭合,指示灯

L熄灭.根据要求设计电路.)来巩固所学知识,学以

致用,促使知识迁移内化.
这节课充分利用开放性实践性作业,引发学生

的认知冲突,激起学习的兴趣,起到引入新课、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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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知的目的.有的学生不但巩固了电路的知识点,而

且在制作面具的过程中,发现“开关断开时小灯发

光,闭合时反而熄灭”的奇怪现象,从而深入探索,

思维能力、动手能力都得到了发展,也为之后局部短

路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3 思考与展望

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是教学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环节.开放性实践性作业与传统作业模式相结

合,一定能起到更好的教学辅助作用,也将有效落实

物理核心素养.
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1)有些基础比较薄弱学生在完成作业时还是

有一定困难的.虽然采用了“分步完成”“生生互助”

的策略,但学生的畏难情绪、家长的不理解都会导致

作业质量的低下.而且在“生生互助”或是交流汇报

时,往往成绩优秀的学生得到了更多的锻炼机会,如

何让这些基础薄弱的学生也同样有所收获呢? 这可

能需要教师进一步细化互助和交流策略.
(2)作业功能的发挥往往是一个系统效应、积

累效应[2].因此在设计作业时结构性相当重要.在进

行开放性实践性作业设计时,教师如何把握作业之

间的关联性、递进性,从整体上系统设计呢?

(3)开放性实践性作业的评价没有统一的标

准,教师需要根据作业内容制定不同的评价量表.如

何科学、有效地评价开放性实践性作业呢? 能否找

出作业评价的共同规律呢?

以上是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希望

有更多的教师参与到作业研究的课题中,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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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出光电子的最大初动能更大,其阴极材料逸出功

较 GD 28要小.

4 实验注意事项

(1)实验中要注意控制好所加电压确保电表或

传感器不超过量程.
(2)若使用传感器研究,需用特制的传感器及

专用软件,但由于笔者使用传感器由电脑供电,获取

的电流易受干扰,所得数据不稳定性,存在一定误

差,相关技术问题仍在研究.
(3)GD 28光电管的理论极限波长较长,为670

nm,普通的红色发光二极管波长范围一般为(620~

630nm)也能使之产生光电效应现象.因此装置用

的LED变色灯珠中是特制二极管,红光波长(670~

680nm)可用于演示极限频率.当然这里也可用普

通红外管做实验.
(4)用GD 21光电管研究光电流时,要考虑阳

极电流的影响[4].
(5)实验室的光照条件、温度、湿度等均会影响

光电管的工作,因此不同环境下获得的实验数据(如

饱和电流值)会有不同,但实验结论是相同的.

5 结束语

演示实验作为高中物理教学的重要环节,在展

示物理现象、导出物理概念、发现物理规律方面,起

着其他教学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要高效、充分地利

用演示实验来培养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要求教师

不断学习、研究新器材、新材料,根据教学的需要自

制或是改进演示实验装置,并且有效地应用于实际

的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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