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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中学物理设计型实验面临的问题,依据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相结合、跨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

的原则,对中学物理设计型实验进行教学改进.通过增加历史上重要物理实验的设计过程、实验的可行性分析、实验

结果的分析与修正,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通过增加设计实验思维过程的多维度科学评价、实验结果分析的评价,完

善实验教学评价.以此提高学生开展设计型实验的积极性,促进学生物理知识和实验技能的提升,达到最终提高科

学素养的目标.

关键词:科技  人文  中学物理  设计型实验

1 引言

设计型实验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创新能力为

目标[1],是根据一定的实验目的和要求,利用所学知

识和技能,设计制定完整的实验方案,并进行实验的

一种实验训练形式,被视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的有效途径.
科技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求真认知[2],人

文是对精神世界的求善追求,两者共同构成了人们

对世界的认识.在教育方面,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科

技与人文融合的思想,例如,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

表的人本主义认为,在教学过程中,要以学生为主

体,尊重学生的人格,充分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

习动机.现今素质教育倡导要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这正与科技与人文相融合的思想不

谋而合.
早在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就提

出:要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具

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初步的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3].物

理学本身的求真、求实、尚理精神正是科技与人文融

合的最好体现.
目前中学物理教育中[4],设计型实验面临着教

学内容占比较少、重视程度不够、学生的训练程度不

够、教学评价不够完善等问题,这显然与学生全面发

展的初衷不相符.从科技与人文相融合的角度出

发[5],能够从多方面对目前中学物理设计型实验面

临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并提出一定的解决

方案,为解决问题提供新颖的思路.

2 设计型实验的特点及现存问题

2.1 较大的开放性

设计型实验在实验内容和实验形式方面具有较

大的开放性,从最初的实验设计到最终的实验结果

分析都需要大量知识的综合运用.学生在实验过程

中必须要将之前所学进行充分调动.此外,设计型实

验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综合思维能力,甚至是一些

突破性的创新思维才能够完成.但这需要学生具备

较强的基础和能力,同时教师在实验中进行知识引

导时,也需要教师自身具备较强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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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前设计型实验在中学物理教学中所占

比重较小,这会带来多个方面的弊端:

(1)学生创新性训练减少,不利于学生所学知

识的综合运用;

(2)教师指导开放性活动减少,不利于教师综

合教学能力的提升;

(3)单一固定内容、形式的实验内容占比较大,

难以形成知识融会贯通的良好氛围.

2.2 较大的不确定性

设计型实验由于其实验者的主观意识作用较

强,因此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1)实验目标方面,设计型实验往往是基于某

个特定物理知识的验证展开,在实验目标的提炼中

存在较大差异;

(2)实验原理方面,实验原理是基于实验目标

进行的设计,会出现很多的可能性;

(3)实验器材方面,实验原理不同,实验器材的

选择也会不同,此外也存在着参数范围的不同组合;

(4)实验内容和实验表格方面,基于实验原理,

对实验内容和表格进行规划和设计,重难点的侧重、

步骤的顺序、观测量的选择、方法的组合等都会存在

较大差异;

(5)实验结果方面,实验结果与实验内容直接

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获得实验结果后的结果分析

才是训练的关键环节,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

验者个人.
因此,目前设计型实验在开展形式上缺乏一定的

范式,造成教学中缺乏较为标准化的教学和评价体

系,大大制约了这一利器在学生能力提升中的作用.

2.3 采用小组协作的形式来开展设计型实验

设计型实验要想达到很好的训练效果,采取小

组协作的形式来开展是比较好的.小组协作可以有

效地组合每位成员的强项,不论在知识还是能力方

面,都能够达到迅速提升整体水平的效果.此外,在

小组协作的交流过程中,每位成员能够对自己所不

擅长的方面有直观的认识,对自己所擅长的方面也

能够获得快速的反馈.
但是,目前中学物理教学中,小组协作的教学和

学习方式仍较为欠缺,对学生而言,不能很好地熟悉

和掌握这一学习方式,对教师而言,不能够得到团队

组合的教学把控训练.

3 科技与人文融合背景下的教学原则

3.1 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相结合

教学活动离不开思维方式的选择,从逻辑性方

面来划分,思维可以分为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6].理

性思维是指借助抽象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事物

的整体、事物内部的联系、认识、特点,以抽象性与间

接性为特点.感性思维是指借助形象思维,以生动、

丰富、具体的形象来直接反映外界事物,和客观事物

直接联系,几乎无中间环节,是对事物的各个片面、

现象和外部联系的反映.
对于物理学来说,理性思维是主要的思维方式,

但要想对知识有更为丰富、更为深入的理解,并获得

创造性的结果,那么感性思维也是必不可少的.历史

上,很多重大的物理发现都是从科学家对身边事物

的感性思维出发获得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就是

对这一现象的最好诠释.从感性思维出发,为了解决

某个问题,进而运用理性思维对现有知识进行实验

和理论的设计,进行研究获得结果,这正是推动物理

学发展的源动力.因此,在科技与人文融合的背景

下,在教学中将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相结合,是取得

突破的一个关键原则.

3.2 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

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当今所有的学科都是

由最初的一门或几门学科分化而成.每个学科都有

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与之相对应的多种研究方法

也应运而生[7].学科细化的优点在于可以使人系统

地、快速地精通某个领域,获取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但其弊端在今天也逐步显露出来,特别是对于教

育领域,那就是缺乏了对人才培养的全面把握和均

衡发展.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对内容和方法的片面深

入,而忽视了事物的整体规律.
对中学物理教学来说,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结

合这一原则进行教学,能够起到取长补短、充分发挥

不同研究方法优势的效果.首先,能够避免单一学科

的研究方法带来的缺陷;其次,将多领域观察得到的

结论组合起来,能够获得对事物全面的、准确的认知.
—29—

2021年第4期               物理通报               物理实验教学



4 科技与人文融合背景下的中学物理设计型实验

教学改进

4.1 实验教学内容和形式方面

(1)增加历史上重要物理实验的设计过程,创

设情境,思考历史上物理学家在面对问题时的思维

方式.历史上很多重要的物理实验都是为解决某个

具体问题而进行设计的,在实验中既能充分体现物

理知识的严谨性,又能利用发散性思维,采用创新的

方法取得突破性的结果.这些内容在设计型实验的

教学中都能以多媒体的形式向学生展示,让学生直

观地体会真实的实验设计过程.
(2)增加实验的可行性分析.设计型实验是以

完成某个目标而展开的,在实验设计的各个环节均

要体现出逻辑性和科学性,并采用一定的方法,但对

于中学生而言,这种设计往往不够完善,容易被常规

的物理解题思维和方法所禁锢,这样的话实验也未

必会达到预设的效果.这就需要教师和学生在设计

实验时对实验进行可行性分析,从实验学习的实际

情况出发来对实验目标、原理、器材、内容、表格等进

行问题的发现,并运用一定的方法来加以完善.
(3)增加实验结果的分析与修正,并进行反馈

验证.实验结果是实验设计效果的直接体现和验证,

通常在未取得实验结果的验证之前,难以获得较为

完备的实验方案.因此,有必要在最初进行一定的试

验,取得初步试验结果之后,对其进行分析,并找出

实验的问题所在,从而对问题进行修正,在修正之后

再次进行重复试验,将二次得到的结果和初次结果

进行比对加以验证,进而确定最终的实验方案.在此

基础上,进行实验获得最佳结果.

4.2 教学评价方面

设计型实验由于其开放性,难以进行标准化的

评价,这也是设计型实验开展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解决此问题,可以本着前一部分的教学原则,将跨

学科的评价方法相结合,在现有基础上进行以下几

方面改进.
(1)增加对设计型实验的思维过程进行多维度

科学评价.学生作为具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个体,其

思维必然存在一定差异.教学中,不仅应允许学生以

自己的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尊重学

生通过独立思考所获得的不同成果,尊重其中的合

理部分,以此激发学生探索的欲望与学习的积极性.
设计型实验的思维过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发散性,

因此,这里可以借鉴社会科学的评价方式.从思维过

程的合理性、整体性、科学性、逻辑性、创新性等维度

进行分类评价,在制定评分标准时,对每部分的评分

给予一定的分数等级,每一等级界定一定的分数范

围.以此将传统的教学测量与教学评价相结合,从而

达到对思维过程的科学评价.
(2)增加实验结果分析的评价.在实验中让学生

进行实验结果的分析与修正,并对此进行评价.采取

同上多维度分类评价的方式,从实验结果影响因素的

提取与比重划分、实验方案改进的准确性、二次实验

结果与初次的比对、最终实验方案的修正与完善等方

面进行评分.以此提高学生的科学实验分析能力.

5 结束语

本文依据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相结合、跨学科

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原则,对中学物理设计型实验教

学进行改进.通过增加历史上重要物理实验的设计

过程、实验的可行性分析、实验结果的分析与修正,

丰富实验教学内容.通过增加对设计型实验的思维

过程进行多维度科学评价、实验结果分析的评价,完

善实验教学评价.以此提高学生开展设计型实验的

积极性,促进学生物理知识和实验技能的提升,达到

最终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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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探究物质比热容实验中水浴法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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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指出在改进探究物质的比热容实验过程中一个常见的错误,该实验采用水浴法加热存在缺陷,使用

DISLab传感器对该实验水浴法加热过程进行实验验证,发现其实验结果并不理想,对比红外辐射加热,对水浴法加

热失败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比热容实验  水浴法  DISLab

1 提出问题

水浴法在初中阶段的物理化学实验中非常常

见,其特点也非常突出,可以使被加热物体受热均

匀.实验探究物质的比热容,是初中物理比较重要的

实验,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很多的文献资

料、学生辅导材料和试题中对这个实验都提出了改

进方法.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方法,但也有一些没有

经过实验验证的,存在很大缺陷的方法,其中采用水

浴法加热就是常见的改进方式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

ResearchontheTeachingofDesignExperimentsof
MiddleSchoolPhysicsundertheBackgroundof

theIntegra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andHumanities

JiangSaimeng ShenZhenjiang
(CollegeofPhysicsandElectronicEngineering,HainanNormalUniversity,Haikou,Hainan 571158)

LiHong
(CollegeofPhysicsandElectronicInformation,LuoyangNormalUniversity,Luoyang,Henan 471000)

Abstract:Thispaperaimedattheproblemsfacedbythedesignexperimentofmiddleschoolphysics,and

improvedtheteachingofdesignexperimentinmiddleschoolphysicsbasedontheprincipleofcombiningrational

thinkingandperceptualthinking,andcombining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 methods.Itenrichedtheteaching

contentandformbyaddingthedesignprocessofimportantphysicsexperimentsinhistory,thefeasibilityanalysis

oftheexperiment,andtheanalysisandcorrectionoftheexperimentalresults.Itimprovedtheevaluationof

experimentalteaching byadding multi-dimensionalscientificevaluationofthethinkingprocessofdesign

experimentsandevaluationofexperimentalresultsanalysis.Throughthese methods,Itimprovedstudents′

enthusiasmfordesigning experiments,promotedtheimprovementofstudents′ physics knowledgeand

experimentalskills,andachievedtheultimategoalofimprovingscientificliteracy.

Keywords:scienceandtechnology;humanity;middleschoolphysics;designexperiments

—49—

2021年第4期               物理通报               物理实验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