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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姆定律的探究环节分为两部分:电阻一定时探究电流与电压的关系;电压一定时探究电流与电阻的

关系.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滑动变阻器的引入易显得晦涩、突兀,理解滑动变阻器的作用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本

教学设计中把两个探究环节倒置,不仅使滑动变阻器的引入变得顺畅自然,还使学生容易理解滑动变阻器在各探究

环节中的作用.此外,在实验中的数据记录环节笔者也用心作了设计 ——— 记录表格中的留白,借以给学生提供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提升学生综合能力,促进核心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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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分析

欧姆定律在教材中编排在学生学习了电流、电

压、电阻等概念,及电压表、电流表、滑动变阻器使用

方法之后,它既符合学生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认识

规律,又保持了知识的结构性、系统性.欧姆定律是

电学中最基本的定律,是分析解决电路问题的金钥

匙,是本章的教学重点,也是初中物理电学中重点内

容之一.通过“欧姆定律”的学习,主要使学生掌握

同一电路中电学3个基本量之间的关系,初步掌握

运用欧姆定律解决简单电学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了

解运用“控制变量法”研究多个变量关系的实验方

法,同时也为进一步学习电学知识打下基础.

2 设计目的

通过探究“电流的大小与电阻的关系”和“电流

的大小与电压的关系”促进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提

升,得出并理解欧姆定律;在探究过程中进一步熟悉

电压表、电流表的使用方法;在探究过程中熟悉并理

解滑动变阻器对电路的控制作用.

3 实验器材

每小组器材:干电池3节,电流表(0~3A,0~

0.6A)和电压表(0~3V,0~15V)各一块,滑动

变阻器(20Ω,1A)一个,开关一个,定值电阻(5Ω,

10Ω,15Ω各一个),导线若干.

4 课堂主要活动的设计及分析

在课堂上进行欧姆定律的学习时,基本上都是

先完成“电阻一定,电流与电压关系”,再完成“电压

一定,电流与电阻关系”,然后两实验结合得出欧姆

定律,在这样教学的过程中,滑动变阻器的引入显得

较为晦涩.针对这种情况,设计本节课将两个探究环

节倒置,主要教学环节及活动如下.
环节一:探究电流的大小与电阻的关系

活动1:设计电路

活动内容:让学生根据“电压一定,探究电流与

电阻的关系”的实验目的,设计电路图,不少学生设

计出如图1所示的实验电路图:把不同阻值的电阻

分别直接接在同一电源上.

图1 学生设计的电路图

分析:因为初中学生认为在实验中电源的电压

是不变的,所以不少学生认为不必使用电压表,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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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小部分学生会提议应该使用电压表(比如他们

会考虑到干电池出厂时是否每节电压准确为1.5

V、电池已使用时间的长短可能会影响电压值大小

等因素).以此为契机,为了记录数据的准确性,教师

可以让学生在电路图1的基础上先在定值电阻R两

端加上电压表、连接实物图进行实验去试一试,可以

顺利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实验现象知道当换了不同阻

值的电阻后,电阻两端的电压是变化的,从而引出学

生需要完善自己的电路设计图1.实际上两个环节

倒置设计的好处还有:当学生发现问题 ——— 即使是

用同一电源它所提供的电压也会发生变化(电池内

阻的影响),除了产生疑问之外,为了完成探究活动

学生们会自动地去搜索原来学的知识来解决这个问

题,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活动2:改进并进行实验、记录数据

活动内容:在教师的引导下发现问题后,学生完

善自己的电路设计并进行实验、记录数据.因为需要

控制定值电阻两端的电压保持不变,而在实验中同

一电源的电压也会发生变化,如何保证定值电阻两

端的电压不变呢? 在教学安排上,学生们刚刚学过

滑动变阻器,所以学生会容易想到给定值电阻串联

一个滑动变阻器,还需要加上电压表观察定值电阻

两端的电压.于是完善画出如图2所示的实验电路

图.

图2 完善后的实验电路图

分析:学生在遇到如上所述的问题后自然就会

想到了使用滑动变阻器可以起到调节电压的作用,

于是把实验电路改进之后就变成了这个实验电路:

有一个滑动变阻器的电路.这样的话学生们很容易

就理解滑动变器在这个实验中的作用:控制定值电

阻两端的电压保持不变.所以先设计探究电流与电

阻的关系,不仅使滑动变阻器的引入变得顺畅自然,

还使学生理解滑动变阻器在电路中的重要作用变得

特别容易.

本课堂设计数据记录表格如表1所示.
表1 数据记录表

实验次数 U/V R/Ω I/A

1

2

3

  分析:探究电流与电阻关系的实验,需要更换

不同阻值的电阻、保持电压不变,那么这个实验过程

中保持多少伏电压不变呢? 1V,2V还是3V? 表

格中是空白的,没有给学生提出具体要求,学生们在

做实验的时候可能会想到设定这个电压控制在1

V,但是一做实验就会发现:更换不同阻值电阻以

后,会遇到无论怎样调节滑动变阻器的划片,电压表

的示数也有调不到1V的情况.学生们就会发现他

们的设定存在问题,然后进一步改进 ——— 那能不能

把这个电压设置到2.5V或者2V.这样充分发挥学

生的自主能力 ——— 让他们在学习中遇到问题及时

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并且学生也会在此产生疑问:为

什么总是不能调到1V呢? 对学完欧姆定律后解决

滑动变阻器阻值不够大的问题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铺

垫作用.
活动3: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活动内容:可以直接从表格中分析,也可以画图

像分析.
分析:学生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不仅获取了知

识,还发展了思维能力.在课堂上同时培养了学生生

成智慧、形成数据分析的观念.
环节二:探究电流的大小与电压的关系

活动4:设计电路

活动内容:让学生根据“电阻一定,探究电流与

电压的关系”的实验目的,设计电路图.
分析:探究电流与电压关系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是:怎么去改变这个定值电阻两端的电压? 由于刚

完成环节一,运用并体会到了滑动变阻器的作用,学

生们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还是可以使用滑动变阻器.
这样在进行本环节时,实验的电路和刚才的实验电

路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学生在进行实验时就可以还

用刚才的电路,不用再重新连接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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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5:进行实验、记录数据

活动内容:按照原有电路进行实验(也可更换定

值电阻后再进行实验)并进行数据记录,数据记录

表设计如表2所示.
表2 数据记录表

实验次数 R/Ω U/V I/A

1

2

3

  分析:探究电流与电压的关系需要控制电阻不

变然后去调节电压,有了前面的探究经验,不少学生

就会想到:在实验中应控制电压都让它是整数,这样

方便记录实验数据 ——— 这又是发挥学生们主观能

动性的机会.至于选多大的电阻———5Ω,10Ω还是

15Ω,没告诉学生,让他们自己去选,选了电阻以后

再进行实验的时候可能又会发现问题 ——— 达不到

刚才预定的那个电压值,于是再去更换电阻,如此不

断改进实验的过程强化了学生们的意识 ——— 遇到

了困难要想办法解决,意识不断被强化就会形成习

惯.所以表格处留白的设计妙处在于:发挥学生主观

能动性,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活动6:分析数据、得出结论

活动内容:学生可以直接从表格中分析,也可以

画图像分析.
分析:没有给各小组限定使用的电阻,不同的小

组使用的电阻不总是相同的,让学生在不相同的案

例中总结出共性.可以把不同小组的不同定值电阻

的实验数据放在同一个电压 电流图像中,帮助学生

认识到不同的定值电阻有不同的图线,这样利用图

像分析数据的过程就会比上一环节更有逻辑性,学

生分析起来会感觉更有意思.
环节三:归纳交流,总结提升

活动7:归纳交流,总结提升

活动内容:引导学生将两个环节的实验结论结

合起来,归纳总结.环节一得到的结论是:电压一定

时,电流与电阻成反比;环节二得到的结论是:电阻

一定时,电流与电压成正比.两个结合就是:通过导

体的电流与导体两端电压成正比,与导体电阻成反

比.也就是欧姆定律.
分析:不仅可以把结论归纳总结,也可以比对分

析滑动变阻器在两个环节中的作用,在环节一中,滑

动变阻器的作用是控制定值电阻两端电压不变,在

环节二中滑动变阻器的作用是调节改变定值电阻两

端电压.经过归纳交流,学生对欧姆定律的理解会更

深刻,也较容易理解滑动变阻器在实验中的作用.

5 总结

教学案例设计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倒置和留白.
关于倒置:活动设计颠倒了原教学顺序.欧姆定

律这个实验之所以在这里先设计的是探究电流与电

阻的关系,再探究电流与电压的关系,最主要的目的

是便于引入滑动变阻器.因为如果先做电流与电压

关系探究实验的时候,学生一开始是不会想到使用

滑动变阻器的.而这个教学设计中先探究电流与电

阻的关系,学生会设计电路图1,教师让学生先做这

个实验(定值电阻直接接在电源上),学生们在做实

验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当改变了定值电阻的阻值之

后,电压表的示数确实是发生了变化.显然这个变化

是由于电池内阻的影响,在初中阶段虽然不讲电源

的内阻,但是做实验的时候是必不可少的会出现这

个问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顺理成章地引入滑

动变阻器.而倒置之后我们发现这个设计对于学生

理解滑动变阻器的作用也极为有利.
关于留白:本节课的两个环节中电压的选择、电

阻阻值的选取均采取了留有空白的设计,一次又一

次地给学生创造机会解决问题.把课堂还给学生,发

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会感觉

自己是课程学习的主人,使体验探究过程变得生动

有趣.
综上,学生在探究中不停地观察和思考,提升了思

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了核心素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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