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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是必要的,是落实立德树人要求、响应全员德育和学科育人的具体实

践.初中物理教材中有不少素材蕴含丰富的育人价值,教师需要重视这些素材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价值,深度挖

掘教材素材的价值,精细化使用每一个素材,素材的选择与表达学生喜闻乐见,将素材系统分类,把握契机实现爱国

主义教育的无痕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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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主义教育是初中物理德育的重要内容,是
落实“立德树人,发展素质教育”具体实践.新时期

倡导全员德育,提倡学科育人,德育、爱国主义教育

不仅仅是科任教师的责任,也是全体科任教师应尽

之责.科任教师在课堂上除了要给学生传授学科知

识,也要挖掘素材的育人价值,把握契机渗透德育、

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对初中生而言,心智尚未成熟,适
时给予他们积极向上的引导,他们的成长会更顺利.

1 初中物理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落实立德树人,发展素质

教育”.立德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

一重要课题.初中生是为了建设祖国的接班人,需要

“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从自身做

起、从点滴开始,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

德大情怀的人”[1].爱国则是“立德”的重要组成部

分.德育是初中阶段学校的重要任务,为了适应德育

新要求,达成更理想的育人目标,提倡全员德育,提

倡学科育人.育人是全体教师的任务与担当,是每一

个学科在教学中应该肩负的职责.物理是初中阶段

重要的课程,可以也应该承担育人的责任,承担渗透

爱国主义教育的使命.
此外,初中学生好奇心强,对很多新鲜事物感兴

趣,但是抽象思维能力差.在初中物理教学中,会融

入很多与科技、生活等相关的素材,这些素材一方面

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热情,让他们更有兴趣学

习物理,另一方面为学生理解物理知识铺设台阶,降
低了学生理解的难度,在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

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效率,让学生获得更

积极的学习体验.

2 初中物理教材爱国主义教育素材统计分析

在初中人教版物理教材中编者精选了很多很多

可以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这些素材的名称、呈
现方式、知识点、用图、分类、出现位置等统计情况如

表1所示.

表1 人教版初中物理教材中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统计

序号 素材名称 呈现方式 知识点 用途 位置

1 珠穆朗玛峰 文字+插图 机械运动 举例 八上P17

2 平直轨道上行驶的列车 插图 匀速直线运动 举例 八上P21

3 古筝 插图 声音的产生 章首引入 八上P27

4 鼓 文字+插图 声波形成 举例 八上P29

5 编钟 插图 音调 课后拓展 八上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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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序号 素材名称 呈现方式 知识点 用途 位置

6 天坛 文字+插图 声音的利用 课后拓展 八上P40
7 北京动物园“隔音蛟龙” 插图 控制噪声 举例 八上P44
8 吐鲁番坎儿井 文字+插图 蒸发 习题情境 八上P63
9 天安门 文字 凸透镜成像 习题情境 八上P99
10 苗族服饰 文字+插图 密度 章首引入 八上P107
11 人民英雄纪念碑 文字+插图 密度 习题情境 八上P115
12 青铜器甗、沧州铁狮子 文字+插图 密度 课后拓展 八上P122
13 押加 文字+插图 力 新课引入 八下P2
14 撑杆跳高 文字+插图 弹力 举例 八下P6
15 跳水 文字+插图 弹性形变 习题情境 八下P8
16 天宫一号 文字+插图 重力 课后拓展 八下P13
17 中国象棋 文字+插图 惯性 习题情境 八下P19
18 冰壶 文字+插图 摩擦力 设问举例 八下P25
19 蛟龙 文字+插图 液体压强 引入、习题情境 八下P28,35
20 08奥运会珠峰传递 文字+插图 大气压 举例 八下P41

21
高原边防哨所压力锅煮
面条

文字+插图
水的沸点与
大气压关系

举例 八下P42

22 辽宁舰 文字+插图 浮力 章首引入 八下P48
23 木排 文字+插图 浮力 习题情境 八下P52

24
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
邮票

文字+插图 浮力的运用 举例 八下P58

25 08北京奥运举重 文字+插图 功 习题情境 八下P64
26 蹦床 文字+插图 机械能及其转化 举例、习题情境 八下P71,74
27 建造咸阳宫情境 文字+插图 杠杆 章首引入 八下P76
28 赛艇 文字+插图 杠杆 举例 八下P79
29 旗杆顶的定滑轮 文字+插图 定滑轮 举例 八下P82
30 (天门山)盘山公路 插图 简单机械 课后拓展 八下P84
31 司南 文字+插图 磁现象 新课导入 九年级P119
32 上海磁悬浮 文字+插图 磁体间作用 举例 九年级P119

  从表1可以看出:
(1)教材中可以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非常

多.八年级上、下两册一有30个素材,九年级有2
个,整个初中一共有32个素材.

(2)教材中的素材类型丰富.这些素材有祖国

大好河山的自然景观、古典民乐、古建筑、文物、现代

科技、军事、竞技体育、民族特色运动、现代生活、古
代生产等方面.

(3)教材中的素材教学价值广泛.利用这些素

材可以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荣誉感、归
属感,从而实现对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培养.例如,

利用教材中自然景观、古代生产生活、文物、古典建

筑、民族乐器等素材,让学生在物理学习过程中了解

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解祖国上下五千年积淀的文明

成果,对祖国的了解可以很好培育学生的名族认同

感;利用教材中我国运动员参加估计比赛的素材,让
学生体验到我国竞技体育的飞速发展,感受到运动

员登上领奖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歌奏响时的庄

重与自豪,学生的民族荣誉感油然而生;利用教材中

关于我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现代科技(高铁、航空

航天、C919、磁悬浮列车、蛟龙等)、军事(辽宁舰)等

素材,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我国科技新成果,感受到国

力昌盛,会因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自豪,可以培养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利用教材中关于现代生活、现代

建筑等于民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素材,让学生感

受到现代生活是前辈们用汗水甚至鲜血换来的,感
受到生活的变化,感受到政府为民谋福祉,学生有了

这种体验,会对政府、民族更加认同,会因为生活在

这片土地而骄傲,实现民族归属感的培育.
(4)教材中的素材兼顾历史性和时代性.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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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素材时间跨度很大,有出土的文物,如青铜器

——— 甗、编钟等,也有科技新成果,如高铁、C919大

飞机,还有最近的社会活动,如奥运会等比赛,兼顾

了历史性和时代性.

3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对策

3.1 深度挖掘教材素材价值

教材凝聚了编者们的智慧,教材是教师组织课

堂的重要依托,教学不等于教教材,而是要合理整合

教材,故而在教学中,教师要深入研究教材,用好教

材中的每一个素材,发挥其最大价值.教材是非常重

要的优质教学资源,教学中教师要实现对爱国主义

的渗透教育,就需要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深度挖掘

教材素材的教育教学价值.以教材素材为依托,以渗

透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目标为导向,以满足学生学习

需求为目的,对教材素材的价值进行挖掘.
3.2 精细化使用每一个素材

同一素材可以实现不同的教学目标和育人价

值.教师在组织教学时,要精细化使用每一个素材,

需要思考如下问题:每一个素材的教育教学价值是

什么? 如何呈现素材? 在什么时候使用? 与哪些物

理知识有关? 如何实现物理知识教学和爱国主义教

育之间的无痕衔接? 并在实践中完善对每一个素材

的使用策略,并最终将其固化为自己的个性化教学

资源.教师后期进行循环教学时,不需要重新开发资

源,只要在原有素材和使用策略的基础上根据学生

实际适当改进即可,这不仅减轻了后期教师循环教

学备课负担,且优化后固化的教学资源可以提高教

学实效.
3.3 素材选择与表达学生喜闻乐见

教材中的素材要么是科技、军事新成果,要么与

学生实际生活联系密切,学生对这些素材兴趣浓厚.
这些素材融入物理课堂教学,一方面点燃了学生的

学习热情,学生愿意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物理知识

的学习中,学生更有韧劲逾越学习障碍,另一方面这

些素材多以图片或者图片加文字的形式进行呈现,

降低了物理知识的抽象程度,降低了学生理解难度,

让学生学习更轻松,让更多的学生可以达成学习目

标.教学中如果能够用图片表达的就不用文字,如果

有视频就不用图片,如果能够用实验模拟最好.例
如,八年级下册第71页,利用我国运动员参加蹦床

比赛的图片来举例说明机械能及其转化,竞技体育

的素材是学生喜闻乐见的,采用图片加文字说明的

方式对很多学生而言理解上不存在太大困难,教学

中将图片换成视频教学效果更好.在惯性的教学中,

利用中国象棋演示惯性现象时,将图1所示的情境

在课堂上让学生演示出来,会有更好的教学效果,学
生会有透彻的理解和更积极的学习体验.学生理解

了物理知识,有了好的学习感受,也才会觉得物理教

学中的素材有趣,也才能更好理解素材中的中国元

素,才能实现爱国主义的渗透教育.

图1 用钢尺击打棋子

3.4 按照育人目标对素材分类整理

同一素材能够实现多个方面的育人价值,不同

的素材可以实现同一方面的育人目标.在使用这些

素材时,会显得凌乱,不利于素材价值的挖掘和利

用.为此教学中建议按照素材能够实现的育人目标

对素材进行分类归纳.以人教版教材中的素材为例,

可以将素有资源按照培育民族认同感、自豪感、荣誉

感、归属感进行分类,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按照育人目标对素材分类

主要育人价值 素材在表1中的序号

培育民族认同感 1,3,4,5,6,8,10,13,17,23,24,27,30,31

培育民族自豪感 2,9,12,16,19,22,29,32

培育民族荣誉感 14,15,18,20,25,26,28

培育民族归属感 7,11,21

  当然有些素材可能能够实现多个育人目标,就
将其归为能够容易实现的育人目标,归为重点达成

的目标.这样素材就被系统归纳整理为优质教学资

源,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信手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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