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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真实教学案例,介绍创设活动让学生获得体验以及开发、激活学生的生活体验的方法,认识体验教

育在学生认知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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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是一种学习方式,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

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受、领悟、检验、验证知识的

过程和方式,是与个体的自我意识紧紧相连的.这是

一个生成的过程、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只有在学生

亲历教育现场,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的情形下才能

真正发生.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发现:让学生

“在体验中学习物理”,能大大降低学习物理的难度,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收到非常好的教学效果,现与大

家共同分享.

1 构建体验课堂 促进学生认知生成

构建以体验为核心、体现学生主动发展、充满生

机活力的物理课堂,让学生在亲身经历、参与知识的

形成过程中,促进情感及认知的生成.

例如,在“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时,大多数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能大体知道怎样去做实验,在

教师的引导下也能够通过实验得出,甚至能够熟练

背出所谓的结论.但在实验中探究什么,为什么改变

蜡烛和凸透镜之间的距离(为什么要改变蜡烛的位

置)绝大多数学生搞不清楚,从而形成了学习难点.

为此,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之前,笔者让学生利用

一节课的时间开展了“玩”放大镜的体验性活动:给

学生放大镜、蜡烛(不给光具座)等器材,让学生分

别将教室外远处的树木、建筑物等景物通过凸透镜

成像在教室内的墙壁上,观察所成像的特点.然后再

让学生点燃蜡烛,观察蜡烛在墙壁上所成的像.在活

动中,学生通过体验能够感知到:近处的蜡烛成的像

较大,远处的蜡烛成的像较小,远处的景物在教室内

的墙壁上成的像和蜡烛成的像差不多大.进而会认

识到物体通过凸透镜所成的像的情况(大小等特点)

跟物体到透镜的距离有关.既然凸透镜“成像情况”

与“物距”有关系,因而在随后的“探究凸透镜成像

规律”的实验中,学生就明白只有不断改变物距才

能得到理想的“像”的结果.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先

让学生在光屏上找到与蜡烛等大的像,通过不断改

变蜡烛和光屏与焦点之间的距离.最后发现:蜡烛在

2倍焦距上,光屏也在2倍焦距上的时候,找到了与

蜡烛等大的像.从而得到结论:物距等于2倍焦距

时,凸透镜所成的像与物体等大这一规律,这时的像

距也等于2倍焦距.并以此为切入点,探究物距在2

倍焦距以内和2倍焦距以外两种情况时所成像的规

律.这样,学生在探究过程中,通过观察“改变物距

时,像的变化情况”,分析归纳出凸透镜成像的规律.

本节课,学生通过“玩”放大镜这一体验活动,

降低了探究难度,促进了学生对凸透镜成像规律的

理解,为进一步学习凸透镜成像规律的有关知识做

足了知识储备,促进了认知的生成.

2 构建体验课堂 张扬学生个性成长

生命多元的诉求,放大体验教育的空间和内涵.

在物理教学中,我们应该培植起具备独创性的、适宜

“体验性”学习的土壤———物理实验教学.让学生在

实验活动中,手脑建模型,身心做物理,展开心灵的

交融与撞击,在体验中享受创造的充实和愉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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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独创的美好分享.

如在“探究物体不受力时会怎样运动”时,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先按照课本上的装置做实验,发现小

车在下滑过程中往往会偏离斜面而滑不到水平面

上.面对这种情况,笔者启发学生思考:应该怎样改

进装置,才能保证实验效果更好呢? 对此,学生根据

自己的生活经验,找到好多方法进行改进:固定车轴

不能左右移动;增加车重或降低斜面的高度或给斜

面挖浅槽等等.更令人惊奇的是,有学生提出了认为

更好的实验方案:不用斜面,先将一根弹簧的一端固

定,再用小车压缩弹簧,然后放手,让弹簧将小车沿

水平面弹射出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经过激烈的

争辩和讨论后,又对该设计方案进行了补充:为了使

小车最初的速度相等,每次实验时应将弹簧被压缩

的程度相同(比如都压缩到最大程度)后放手.笔者

猜测,学生可能是在玩有弹簧的玩具过程中受到了

启发,将生活经验迁移到了实验设计上,这种实验设

计也许学生还讲不清楚其中的道理,也可能考试考

不到,但他们能够想到,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

课中的学生自主实验,促进了学生创造性思维

的发展和设计能力的形成.让所有学生都能积极主

动地参与其中,乐此不疲地去探索、去实践、去体验,

在此过程中,学生的个性得到张扬,参与欲得到满

足.“物体不受力时将做匀速直线运动的结论”也在

不经意间顿悟.

3 构建体验课堂 搭起物理和生活的桥梁

学生丰富的生活经验为构建体验课堂提供了鲜

活的、用之不竭的学习资源,拓宽了学生学习物理知

识的领域,提高了物理学习的效率.学生从生活中走

来,对身边发生的现象比较熟悉和亲切.所以在物理

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善于挖掘生活素材,引导学生

观察、体验实际生活中的物理现象,提高运用物理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学习杠杆的平衡条件时,让学生在课堂

上用核桃夹子夹核桃,来体验动力臂大于阻力臂时

省力的规律.体验用支点不能活动的钳子剪铁丝,来

说明杠杆的支点必须是能活动的这一杠杆特性.再

如,在学完摩擦力时,笔者问:走路时,使你前进的动

力从哪里来? 在学完动能与重力势能转化后,问:荡

秋千过程中,动能和重力势能怎样转化? 再如,在复

习力学这部分内容时,笔者利用了学生最熟悉也最

感兴趣的生活资源,设计了如下习题:

根据自己的身高、质量、体重解决以下物理问

题:

① 站在水平地面上对地面的压力是(  );

② 站在水平地面上对地面的压强是(  );

③ 跳绳时,每跳动一次所做的功(  );

④ 做一次引体向上所做的功(  );

⑤ 从一楼走到三楼所做的功(  );

⑥ 从一楼走到三楼的功率(  ).

研究有关自己的数据,学生带着兴趣,积极主

动,几乎所有学生都想办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补

充条件,解决问题,很快完成了以上习题.

所以,把课本知识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让学生

把一个个鲜活的生活事例随手拈来,并能用物理知

识来解释,方能才思不断,新水流长.这样的教学不

仅能唤醒学生对物理问题的体验,提高课堂教学效

率,还能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热情和主动,促使他们

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主动研究、

动手实践的良好习惯.

总之,在体验中学习物理,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

个性潜能,让学生在亲身经历、感悟、验证的过程中,

把抽象的物理知识变成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到

的具体事例,直观、形象、生动地展现“物理事件”发

生发展的过程,进而感悟物理知识的来龙去脉和形

成过程.这样,就能加深他们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

解,学起来就会比较轻松愉快,易于接受,便于掌握.

所以说,体验教育,这是一个直指教育本真的命题.

是一种融汇先贤智慧的有效策略.践行体验教育,就

能找到开启孩子们幸福童年的密码,创造生命教育

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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