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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立德树人,是现代化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学科教学的方向.尝试突破较为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从多

角度、多方面挖掘出集课题关联性、育人功能性于一体的材料或方法,更新传统教学内容和方法,将“育人”和“育

识”相融合,以期推动“立德树人”目标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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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

育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已成为中国教育的本质要

求,也为学校教育指明了方向,为教师赋予了新的使

命.立德树人,是指在坚持德育为先的同时,也加强

智育、体育、美育和劳育等方面的教育,促进学科知

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引导学生培养综合

能力.
目前,大部分教师已经认识到学科育人的重要

性,也在有意识地尝试将“立德树人”目标与学科教

学相结合,但有的教师难以在实际课堂教学中找到

合适的切入点,又抓不准学生真正感兴趣的方面,通
过口头上“大家要学习科学家们的精神”等语言来

生硬地插入育人环节,缺乏启发性和有效性,难以促

进学科育人功能的发挥.
因此,如何将学科育人功能与学科教学有机融

合,让“立德树人”真正落地,已成为广大教师需要

思考的问题.本文以初中物理“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课题为例,尝试突破较为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打破

学科壁垒,从多角度、多方面挖掘出集课题关联性、
育人功能性于一体的材料或方法,以期在物理课堂

实现教学资源的多角度“跨界”融合,在吸引学生兴

趣的同时推动“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

1 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文化自信”底气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每一位中国人宝贵

的精神食粮.但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娱乐方式

多种多样,传统文化意识在学生的心中逐渐被淡化.
目前,语文课堂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不能

仅让语文课堂承担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

各科教学都应着眼于学生的素质教育,点滴渗透优

秀传统文化,增强学生对国家文化的认同感,培育他

们“文化自信”的观念和底气.
物理作为研究客观世界的自然科学,它可以体

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

选取有趣又切题的情景,融入物理课堂,一方面可以

让学生感到新奇,改变学生在物理课堂的乏味状态,

另一方面,也能促进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提

升他们的文化素养,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片段1:《口技》演绎视频引入

《口技》一文由清代文学家林嗣环所作,曾被选

入初中语文课本,它讲述的是一次口技表演过程,表

演者用各种不同的声响,逼真地摹拟出一家人在哄

孩子入睡后突遇火起的场景.全文语言简练细腻,形

象传神,生动表现出表演者高超的技艺.文中描绘的

“口技”目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同时,现

实中确有口技表演者方浩然演绎过文中情境,令人

大饱耳福.考虑到《口技》演绎视频集文化性、趣味

性、课题关联性于一体,因此将此视频用于本课课题

的引入.
师:上课前,老师先和同学们分享一个故事

———《口技》(电子屏幕上展现原文节选),讲的是当

时京城里有一个擅长口技表演的人,他可以模仿出

很多种声音,动物的声音、人的声音,甚至发生火灾

的声音.现实生活中,真有这么厉害的人吗? 我们一

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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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口技》演绎视频片段,如图1所示)

图1 口技演绎

师:视频中所展示的,是中国的一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 ——— 口技,它是表演者巧妙运用唇齿喉舌来模

拟世间万物声响的一门艺术.那么,这些各种各样的

声音是如何产生的呢?
设计意图:“声音的产生与传播”是学生接触

“声”的第一面.“第一印象”十分重要,如果教师在

课堂引入时简明扼要地举例说明声音在生活中无处

不在,或者直接让学生利用器材制造声音,未免过于

乏味,无法吸引学生对“声”的兴趣.因此,在引入环

节巧选文笔精妙的清代文章《口技》来激发学生兴

趣,再借非遗传承者的“口技”演绎来满足学生好

奇,最终过渡到本课课题“声音的产生”.将中国文化

与物理课堂相结合,一方面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另一

方面也实现了学科育人功能.

2 设计学生实验 培育学科核心素养

很多物理规律、物理定律都是通过实验探究得

来的,因此实验作为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

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同时它也是锻炼学

生思维的重要手段.对于好奇心旺盛又喜爱动手的

八年级学生,实验不同于乏味的教师常规讲授,它显

得既有趣又神秘.因此,教师通过设计学生亲自动手

的实验环节,有利于创设学生主动参与的教学环境,
使学生有思考、探讨、合作的机会,从而发展学生的

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片段2:“制造声音”实验

师:请各组进行实验,使白纸、橡皮筋、水杯、音
叉发出尽可能多的声音,同时思考发生的物体有什

么共同特点?  
(学生实验完毕后,教师请小组分享白纸、橡皮

筋、水杯的发声方法,此时故意不提音叉,推动学生

得出结论:发声物体的共同特点好像都在振动.)
师:同学们的思维非常灵活,想到了很多方法,

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那么,同学们找出这些发

声物体的共同特点了吗?
生:都在振动.
师:白纸、橡皮筋、水杯的振动我们都看到了,但

是敲击音叉发声的时候,(老师敲击音叉,停顿观察)
老师没有看到音叉在振动呀?

生甲(疑惑):发声的音叉似乎真的没有振动.
生乙(思考):可能是音叉振动幅度太小,不容易

被看见.
设计意图:通过简单轻松的动手实验,消除学生

对物理实验的畏难情绪,同时锻炼学生观察、分析实

验现象得出结论的能力,并利用“难以观察音叉是否

在振动”这一情况激发学生思考,“是刚才得出的结

论不对,还是音叉确实在振动只是难以被观察呢? ”
逐步锻炼学生的科学思维,培养他们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片段3:设计实验,判断发声音叉是否振动

师:到底发声的音叉有没有在振动呢? 请大家

利用已有器材设计实验.
(实验盒里除了白纸、橡皮筋、水杯、音叉,还有

系着乒乓球的铁架台)
师:请探究出结果的小组来分享本组的实验过

程和结论.
生甲:将发声音叉碰脸,脸有刺痛感,说明发声

音叉在振动.
生乙:将发声音叉碰水,水花飞溅,说明发声音

叉在振动.
生丙:将发声音叉碰乒乓球,乒乓球弹起,说明

发声音叉在振动.
师(引导):第一位同学将音叉振动转换为人脸

的感受,第二位同学将音叉振动转换为水花的飞溅,
第三位同学将音叉振动转换为乒乓球的弹跳,让我

们观察到发声音叉确实在振动,他们使用了同一种

物理方法,叫做?
生:转换法.
师:非常好.将难以观察或者测量的物理量转换

为容易观察或测量的物理量,这种物理方法就叫转

换法.看来同学们已经逐渐在尝试将物理方法运用

到实验中来,都很有学习物理的天赋!
设计意图:片段2和片段3让学生经历提出问

题、进行猜想、设计实验、进行实验、分析论证的过

程,锻炼他们的科学探究能力.此外,引入“转化法”
的物理思想,促进提升学生的科学思维,发展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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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

3 巧用时事热点 培育爱国主义情感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中提到,应加强课程

内容与学生生活、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

技术应用带来的社会进步和问题,培养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和正确的世界观.换而言之,教师应加强对日

常新闻的关注,紧跟时事热点,从中挖掘物理教学材

料,让物理课堂与时俱进.同时,教师可以选取合适

的新闻素材,在课堂上渗透爱国理念,让爱国主义精

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从而实现物理学科的德育

功能[1].
片段4:选取冬奥会上中国队的花样游泳视频,

引入液体传声知识

教师在课前剪辑游泳视频,保留比赛中音乐歌

唱《我爱你中国》的部分,并将之后水下表演的视频

进行适当倍速后,剪辑在一起.
师:声音能不能通过液体传播呢? 请同学们带

着这个问题,来观看今年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员的

一段比赛视频.
(教师播放剪辑后的视频:开头是一段悠扬清脆

的童声歌唱《我爱你中国》,之后音乐节奏陡变,变成

急促紧张的鼓点声,花样游泳队员们开始水下表演,
如图2所示)

图2 东奥会上中国花样游泳比赛

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运动员们的舞姿非常优

美,动作也十分整齐.同学们想想,她们是根据什么

来变化自己的动作呢?
生:音乐.
师:她们的耳朵在水里,却也能根据音乐变化动

作,这说明什么?
生:声音可以通过水(液体)传播.
师:大家的推理能力非常强! 正是由于液体也

能传播声音,所以我们国家的花样游泳运动员们能

够在水里跟着音乐完成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给人

以美的享受,最终她们的辛苦付出为中国夺得了银牌.
设计意图:视频中一句清脆婉转的歌词“我爱你

中国”很容易引发学生心中的共鸣,同时视频展现

出了我国花样游泳运动员们在世界舞台比赛上的精

彩表现,此视频的选取既切合课题又能增强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实现爱国精神的渗透.
片段5:选取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出舱的新闻,创

设问题情境

师:我们已经知道固、液、气都可以传声.现在,
老师想到一个新的问题,前段时间神舟十三号载人

飞船驶向太空,飞船上的航天员们会进行出舱活动,
你们猜想一下,出舱后的航天员能不能通过真空听

到其他人的声音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航天员王亚平

出舱的视频.
(播放航天员王亚平出舱视频)
师:同学们,你们刚刚所看到的是一个被载入史

册的场景.在太空漫步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这是第一

次出现了中国女航天员的身影.你们觉得这时候的

航天员处于太空这个真空环境下,能不能听到其他

人的声音呢?
生甲:能.
生乙:不能.
师:有的同学猜测能,有的同学猜测不能.真空

到底能不能传播声音? 那我们就尝试创造一个真空

环境,通过实验来得出结论.
(教师演示“真空罩中的闹钟”实验)
师:同学们得出了什么结论?
生:真空不能传声.
师:那咱们国家正身处太空的宇航员,如果不借

助电子设备,能听到其他人的声音吗?
生:不能.
设计意图:利用“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出舱”的新

闻创设物理情境,既有利于丰富物理教学的趣味性,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又有利于学生了解祖国的成就,
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这种方式将思想教育融

于知识传授中,实现了“育人”与“育识”的有机统一.

4 融合音乐元素 培育学生美育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

全面培养的教学体系,形成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因此,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需要与智育、体育、美育

等相结合,通过多维度构建教育体系,培养学生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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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能力,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之成为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美育在广义上指美学教育,它是培养学生认识

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2].当美妙的音乐

旋律响起时,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放松自己的心情,
享受音乐带来的美好体验.同时,悦耳的音乐与优美

的旋律也可以传递丰富的物理知识,将音乐与物理

进行跨学科融合,是物理美育教育的新途径.
片段6:自制乐器“水瓶琴”
在一组玻璃瓶中装上不等量的水,通过用玻璃

棒敲击瓶子,使得瓶子和水发生振动,从而产生声

音.装水越多的瓶子振动越慢,音调越低,装水越少

的瓶子振动越快,音调越高.通过敲击不同的玻璃瓶

可以演奏出简单的乐曲.
师:我将用几杯水来表演一小段旋律,请大家分

析是谁在振动发声,并且猜一猜这是哪首歌的旋

律?
生(兴趣盎然):是《两只老虎》!
师:同学们想想是谁在振动呢?
生:玻璃棒敲瓶子,那么是瓶子和里面的水在振

动.
设计意图:教师通过自制简易乐器,将物理知识

与音乐相融合,不仅能吸引学生兴趣,减少理论教学

的枯燥,还能促进学生的美育教育.
片段7:课堂小结———用物理知识填词并合唱.
教师在课前选取受学生喜爱且易于演唱的歌曲

《和光同尘》,用“声音的产生与传播”这节课的知识

改编成歌词《和声同行》,期间,尽量保证歌词改编后

的优美性,不要让物理知识在优美的旋律中显得过

于突兀,破坏了音乐原本的美感.
师:学习完本节课的内容,请同学们利用所学知

识将歌词补充完整,作为对本堂课的回顾与总结.
(学生补充横线上的歌词)

耐心的 用心着

请听这 世界的歌儿

来自万物的振动

你看那 声波 无痕

却如水波般迷人

声音的远行

各种介质在为它开路

可这浩瀚的太空

一片真空静无声

和声同行

速度在固体最快

常温空气  
一秒三百四十米

若听回声  
取时间差一半  
再乘声速算距

师:改编完歌词,咱们班来进行合唱,将它唱出来.
(播放音乐伴奏,请班级唱歌好听的学生领唱,

由于这是班级学生熟悉的歌,所以最终合唱效果不错)

设计意图:尝试采取更具灵活性、创新性的教学

方式,进一步突破物理与音乐学科之间的壁垒,开展

跨学科教育,推动物理教学方式创新,为实现学生美

育发展提供新途径,进一步推动立德树人目标的落实.

5 结束语

新时代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立
德树人”是当下教育之根本,故教师不能一味关注

知识点的落实,而忽视其他方面的教育[2].教师应创

造性地研究、挖掘物理课堂中的“育人”切入点,在
教学中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将“育人”和“育识”恰

当而自然地进行融合,充分发挥学科的育人功能.要
做到这一点,教师要耐心琢磨学生不断变化的特点,

细心把握学生的兴趣脉搏,减少灌输式讲述,尝试从

多方面、多学科的资源中挖掘恰当素材,“跨界”融

合于物理课堂,有意识地将立德树人贯穿于教育教

学过程,以期为国家培养出有道德、有理想、有信念

的新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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