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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物理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与方法,更要让学生形成科学严谨的思维方式、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可见在初

中物理教学中,关注科学态度与责任的培养显得至关重要.以“生活中的电路”一课教学为例,阐述课堂活动和教学

内容的设计是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帮助理解物理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逐渐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关键词:初中物理 科学态度与责任 生活中的电路

  科学态度与责任是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第四个

要素,是之前三维目标中“情感·态度·价值观”的
提炼与升华.物理教学过程不仅要教给学生物理知

识、认识物理规律、掌握科学方法,还要引导学生思

考科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进而培养学生树立科学

的世界观、形成正确的科学态度以及社会责任感.笔
者以初中物理“生活中的电路”一课教学为例,谈谈

自己的尝试与思考.

1 背景分析

1.1 “生活中的电路”教学内容分析

“生活中的电路”一课是人教版物理九年级全一

册中第十五章“串联和并联”一节的第二课时,是兼

具知识性和趣味性,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一节课.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这部分提

出的要求为“说出生产、生活中简单串联或并联电路

的实例”[1].
串联和并联是电路的两种基本连接方式,实际

设备和系统中的电路尽管复杂,但都是由最基本的

串、并联电路组合而成的.在认识了串联和并联这两

种电路连接方式及串、并联电路特点的基础上,学生

还要尝试联系实际,了解生活中常见电路的连接方

式,并进行简单的电路设计.比如,现代家庭房屋里

的照明电路,一盏电灯可以由两个不同位置的开关

控制等.
从培养科学态度与责任的角度来看,本节课可

以使学生认识到物理知识源自于生活,同时应用物

理知识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生活,充分体现“从生

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理念.
1.2 学情分析

初三学生刚刚接触电学,学习兴趣浓厚,有强烈

的好奇心.学生在“电流和电路”一节中学习了电流

和电路的组成等相关概念,对电路的基本知识如电

路的3种状态、如何画电路图等有了基本认识.在
“串联和并联”第一课时中,学生通过分组实验初步

认识了串联和并联这两种电路的基本连接方式和

串、并联电路的特点,但认识尚不深刻.因而在第二

课时中,教师引导学生将上节课所学的知识、规律应

用于生活中的具体实例,通过对实际电路的分析,加
深对串、并联电路特点的理解.

2 “生活中的电路”教学设计及实施

2.1 教学目标

本节课要达到的教学目标为:学生要通过对生

活中实际电路的分析,知道生产、生活中采用简单串

联或并联电路的实例;并通过观察、分析和实验等过

程,能根据已有知识和经验,按要求设计简单的串、
并联电路.
2.2 教学设计思路

复习串、并联电路的特点,展示各种生活中常见

用电器的图片,引入新课.
辨析生活中常见电路的连接方式,并归纳总结

判断方法.
通过分析实际控制电路,初步体验电路设计,并

进行实验验证,小组讨论进行评估.
具体教学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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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教学流程

2.3 教学实施策略

2.3.1 辨析生活中常见电路的连接方式

回顾串、并联电路的特 点,引 出 本 节 课 的 主

题———生活中一些常见的电路分别属于哪种连接方

式? 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组织学生分小组

进行积分答题比赛.
问题1:生活中不同的家用电器之间是怎样连

接的?
问题2:用于装饰居家的彩灯串之间是怎样连

接的?
问题3:建筑物上的轮廓灯是怎样连接的?
问题4:街道两旁的路灯总是夜晚同时被点亮,

清晨同时熄灭,它们整体构成的是什么电路?
通过有奖竞答,学生积极参与到思维活动中,并

归纳出判断生活中电路的连接方式的一般方法,即
从串、并联电路的特点出发,用电器可以各自独立工

作的就是并联接入电路的.
2.3.2 设计生活中的常见电路

设计1:教室照明灯的控制电路.
设计2:冰箱照明灯和压缩机的控制电路.
设计3:声光控灯的控制电路.
设计4:汽车安全带警报的控制电路.
这一环节中,学生要能够在辨析生活中常见电

路的连接方式的基础上,初步尝试电路设计.先从较

简单的教室照明灯的控制电路入手,学生或许会先

根据实际看到的情景提出“每一列灯之间串联、整体

并联”这种设计,但经过评估又会发现这种设计的不

合理之处,从而进行改进,进而设计出如图2所示的

局部电路.在实际情况中,只需将多组这样的电路并

联到一起即可.

图2 教室照明灯局部电路图

在随后的3个设计任务中慢慢提升难度,为了

突破难点,教师利用提前录制好的视频,展示冰箱门

控制照明灯工作过程、声光控灯的工作过程以及汽

车在实际行驶中安全带警示系统的工作过程,使学

生身临其境.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和小组讨论中逐步

分析,根据实际需要对电路进行设计,再通过实验进

行验证,从而评估自己的设计方案是否合理.尤其是

汽车安全带警报的控制电路,分析起来难度很高.教
师引导学生先将问题简化,先尝试用发光二极管和

蜂鸣器模拟提示灯和警报铃,设计出一个电路,实现

驾驶员或副驾驶员中有一人未佩戴安全带时提示灯

发光、警报铃响这种效果.先考虑只有一个安全带的

情况,一个开关同时控制两个用电器,学生可以设计

出如图3所示的初级版电路.如果考虑两个安全带

(两个开关),要求任何一个座位未佩戴安全带,即两

个开关中任何一个闭合,电路都是接通的.如此,需
要将两个开关并联接入电路中,如图4所示.通过实

验验证,这种电路设计可以满足使用要求.同时有的

学生提出并验证如图5电路设计也可以满足使用要

求.最后,教师引导学生对两种设计进行比较与评

估,学生会发现考虑到实际使用时,串联电路中如果

警报铃损坏,整个电路就断开了,提示灯也不能正常

工作,不再能起到提示作用,因此,还是并联电路更

加合理.

图3 汽车安全带警报电路初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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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汽车安全带警报电路进阶版(方案一)

图5 汽车安全带警报电路进阶版(方案二)

3 教学效果与反思

3.1 教学效果反馈

课后,笔者对43名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调查

和测评,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感受.部分统

计结果如图6~8所示.

图6 学习效果调查(1)

图7 学习效果调查(2)

图8 学习效果调查(3)

教学效果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分析.
(1)知识层面上

通过8个生活中常见情景的分析,90.7%的学

生对生活中的电路有了更多的了解.尤其是冰箱照

明灯和压缩机组成的电路、声光控灯的连接电路和

汽车安全带的警示电路,超过65%的学生表示是通

过本节课的学习才对它们有了一定的认识.
(2)方法层面上

学生提到通过电路图来分析复杂的实际电路是

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快速准确地表示出电路元

件的连接方式,更好地认识不同的生活中的电路.
(3)学习感受上

学生几乎都提及了物理和生活之间的紧密联

系,体会到了物理源自于生活又应用于生活.有的学

生表示“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声光控灯可以这么智能,

现在发现原来这么简单”,有的则感慨“平时只是习

以为常地使用这些电路,上课后才明白还有更深层

次的知识,可见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从多方面

了解、分析事物……”,还有学生提到,通过分析这些

生活中的实际情境,深刻认识到了“上车一定要系安

全带”“我们要节约用电”等.
可见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不论是从知识、方法,

还是价值观层面,学生都有了不少收获.
3.2 教学反思

生活即是教育,我们学习和研究的物理知识和

原理都来源于生活,但学了物理有什么用呢? 教师

要通过教学使学生明白,好好学习物理不仅仅是为

了考出好成绩而为上一所好大学增添筹码,更重要

的是通过物理学习获得知识、培养思维、建立正确的

科学态度与观念,从本质上认识到科学、技术、社会

和环境之间的联系.在教学中渗透育人观念,培养学

生科学态度与责任绝不是喊喊口号,或是流于形式

的宣讲,而应将这种教育理念融入教学设计和实施

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3.2.1 建立科学的世界观 养成科学精神

学习物理是认识世界的过程,教师要培养学生

唯物、辩证地去看待世界.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

认识到了平时习以为常的事物往往有更深的内涵,

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地探索与思考,逐渐形成科学的

世界观.如排列成一串的建筑物轮廓灯总是同时亮

起、同时熄灭,多数学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是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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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的.但根据实际情况和设计的要求,由于轮廓灯数

量众多,难免有个别损坏,为了不影响其他灯泡正常

工作,这些轮廓灯往往是并联接入电路的.可见,判
断生活中不同电路的连接方式,不能只看表象,还要

透过现象看本质,经过更深入的分析才可判断.
另外,物理学习者与研究者一样,都应具备一些

科学精神,包括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严谨谦虚的学

习态度、持之以恒的毅力和积极乐观的心态[2].小组

竞答环节的设计不仅调动学生积极性,更让学生在

活动中经历成功与挫败.在实验过程中,学生也要慢

慢建立克服困难的信心与决心.在面临难题或连接

复杂电路时做到不轻言放弃,小组间团结协作、积极

讨论、互相鼓励,最终通过讨论与尝试得到了正确的

结论、通过实验验证了电路设计的正确性时,便能体

验到问题解决的喜悦与成就感,这些则是科学精神

的养成所必须经历的过程[3].
3.2.2 应用科学的方法做事情

学习物理不仅仅是学知识,更是学方法.如何用

所学的科学知识去解决问题,是每一个学生都要面

临的挑战.遇到问题,是胡思乱想,还是有章可循,这
就考验学生是否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本节课中,学生先是通过有奖竞答活动归纳总

结出判断生活中电路连接方式的一般方法,再通过

分析实际电路体验电路设计.每当面临一个新情景、
新问题时,要如何设计出满足实际需要的电路? 通

过实践,学生会发现在遇到一个电路设计问题之初,
不是漫无边际的想象,更不是用电路元件直接试着

连接来碰运气,而应该先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分析,应
用串、并联电路的知识进行电路图的设计,之后还要

进行可行性判断.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经过思考和讨论得到的电路设计方案是否合

理,如何判断该设计能否符合实际情况的需要,必然

要经过实验验证,不同方案之间孰优孰劣,仍需更进

一步的分析与评估.这是物理电学问题的分析思路,
更是应用科学方法去分析事物的科学态度.
3.2.3 形成科学的社会责任

科学的研究原本意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物

理教育更是为了人类继承、应用和进一步发展物理

学.通过学习,学生能够强烈感受到物理学不仅源自

于生活,更能应用于生活,深刻意识到物理与生活的

紧密联系[4].
通过对生活中电路的分析,学生理解了为什么

有的电路元件要并联连接,而有的则是串联接入电

路,电路的设计完全是从实际需要出发,为了实现某

种控制作用才设计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另外,为
了实现声光控开关的共同控制,两开关选择串联连

接;而为了实现汽车驾驶位和副驾驶位中任何一个

未佩戴安全带都要报警,则要将两个开关并联接入

电路……应用串、并联电路的特点设计电路,以满足

我们的使用要求和社会需要,这正诠释了科学技术

与社会互相促进的关系.在汽车安全带警报电路部

分的学习中,通过假人模拟的因未佩戴安全带而发

生危险的视频,为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使学生意识到

科学以及科学知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更
能指导我们更好地生活.

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改造逐步深入,科学

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的社会带

来很多负面影响.在教学中,教师要做的不是避而不

谈,而要让学生正确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自然

环境及人类生活的影响,有保护环境的意识,并知道

如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合理应用科学技术,为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在声光控灯

部分的学习中,学生了解了电路的控制作用后,教师

介绍实际的电路中还有一个延时装置,用于控制电

路的接通时间,起到“人走灯灭,节约用电”的作用,
渗透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帮助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
习得方法的同时,理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形成科学

的社会责任感.

4 结束语

  作为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第四个要素,培养学

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

感,是我们每一位物理教师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在物

理课程教学中得到认真贯彻和落实.从每一个教学

环节做起,坚持不懈,不断探索,相信通过师生的共

同努力,必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和社会的赞誉.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
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2

2 穆良柱.什么是物理精神[J].大学物理,2018,37(3):26~28

3 林珊.科学态度与责任核心素养在物理教学中的实施

[J].福建基础教育研究,2019(11):103~104

4 续佩君,张芳.物理教学中进行人文教育的理论思考[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S1),23~27

—84—

2021年第6期              物理通报              中学物理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