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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初中物理生本课堂的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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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核心素养的培养理念下，以学生为教育主体的

理念也得到了一些真正的实施。那么对物理这门学科来说，它更

加侧重于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因此，生本课堂的构建对物理教

学上有着积极向上的意义，在以学生为教育主体的前提下，尊重

学生，引领学生进行积极的探索，对初中物理知识，进行更好的

理解与掌握，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问题，提升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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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教育的核心理念是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一

切为了学生，是真正做到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人，为学生好学而

设计的教育，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学生、突出学生自主学习、

突出学生小组间的探究与合作。它既是一种方式，更是一种理

念。本文通过结合自己的初中物理教学中生本教育课堂的构建

进行阐释，希望能够为丰富物理课堂教学模式提供更多的案例

与借鉴。

一、构建生本课堂第一步——布置预习作业

生本课堂教育的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让学生提前完成

老师布置的预习任务。老师提前根据初中生的认知以及生活经

验，结合下节课要学习的内容去设置作业，目的，在于培养学生

的素养，比如说收集信息的能力，对收集到的信息的处理能力以

及和其他人的交流能力等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素养。老师在布置预

习作业的时候，要注意问题设计明确，有目标，要让学生清楚地

知道题目问的是什么，最好要富有启发性、开放性和创造，使学

生能够得到学习方法的训练和思维能力得到提升，在预习的同时

也能暴露出学生不会的、存在问题的知识点，这样能够在课堂上

小组讨论的时候一起探究，一起解决。

例如，在初中物理中学习电阻这一知识点的时候，我布置的

预习作业是：预习课本上电阻这一章节，思考一下电阻的大小与

什么有关？为什么？布置这问题的原因是让学生更好地去和生活

联系起来，锻炼学生收集信息与人沟通的能力。

二、构建生本课堂第二步——小组探究交流

生本教育课堂的理念就是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一

切为了学生，总的来说就是以学生为课堂主体，老师只是一个引

领者，不在是填鸭式教学。生本课堂给每一个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

观点的舞台，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课堂，小组合作学习探究就

体现到了这一点。我的授课流程是：先引入本节课的知识点这一

话题，然后设置小组合作探究讨论的模式对老师提出的问题进行

沟通交流，也可以通过实验的方式进行论证，最后小组成员上台

进行展示。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动手能力

以及沟通交流能力，通过自己亲自去做实验，通过沟通交流得出

结论，自主地学习更能让学生掌握这一知识点，记得更好，吸收

的更快。

例如，在初中物理课程中学习电阻这一知识时，我首先会进

行课程引入，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各种各样的电线，问同学们这些

是什么物品呢？答案备有电线、导线、电缆线、电话线、闭路线

等等。接下来请同学们来观察导线的横截面积。电线的芯是用容

易导电的金属来做的，所以称之为是导体。电线的芯的外侧包了

一层橡胶或塑料，是不容易导电的物体，因此叫绝缘体。接下的

一步是来请同学们剥去导线外侧的皮层，自己观察一下导线的芯

到底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接下来进行提问：那么大家用过的导

线有是由铁做芯的吗？常用的导线通常是用铜或铝做的，特别重

要的用电设备的导线还要用昂贵的银来做。我们知道，钢、铁也

是导体，又多又便宜，那么为什么不用钢铁来做导线呢 ? 请同学

们大胆地猜想。大家想不想用实验找找原因呢？这时布置以小组

为单位，进行实验，得出结论，在实验过程中老师要积极去引领

同学们，让他们先把铁丝接入电路，然后合上开关，再去观察小

灯泡的亮度，接下来换成铜丝，要注意长短不变，粗细也不能改变，

合上开关，再次观察小灯泡的亮度。得出结论：接入铜丝比接入

铁丝时灯泡亮。下一步将电流表串入电路，重复上面的实验步骤，

引导学生观察电流表的示数。接铜丝时的电流比接铁丝时的电流

大。比较两次电流的示数，在此次实验中，电压相同，为什么两

条导线中的电流不同呢 ? 原来，导体能导电，但同时对电流又有

阻碍作用。在相同的电压下，导线中的电流不同，说明两条导线

对电流的阻碍作用不同，在物理学中称为“电阻”，用“电阻”

这个物理量来表示导体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最后积极鼓励各

小组展示自己的成果，老师再做最后的知识点的总结。这样学生

通过自己的动手操作得出结论更有益于学生掌握本节知识，也会

觉得物理课上不再枯燥无味，充满了趣味性，也锻炼了学生之间

的沟通交流、探究合作的能力。

三、构建生本课堂第三步——师生评价

生本课堂的魅力还在于它的多元化的评价。评价是老师向学

生们反馈他们在课堂上的学习情况的一种模式，其最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全方位的促进学生的发展，在新课程改革的评价理念也提

到了：“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评价不仅要关注学

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生

发展中的需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学生进行肯定，

比如说，“张三同学对于这个问题思考得非常全面，值得大家的

掌声鼓励”等，形成互评互学的氛围，这种氛围，让学生在自由

中爱上你的课堂。

四、结语

生本课堂对学生的好处不言而喻。当然，生本课堂还有很多

其他非常优秀的案例，这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教学上不断地去

锻炼，不断地去尝试，争取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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