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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素质教育背景下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生活化 
的创新策略探究

刘林学

（环县环城初级中学 甘肃庆阳 745700）

【摘 要】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初中物理实验具有严密性和逻辑性，其教学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但是初中物理实验
对学生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学生刚刚接触物理，也是第一次做实验，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不及
时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在学生以后的学习中就会慢慢地丧失对物理的兴趣。同时，物理实验教学是基于
生活的，提倡用学生身边的东西做实验，“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这是在新课改中明确提
出的新的教学理念，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而且这样可以促进学生与物理实验之间的熟悉感，对教学
有促进作用。因此，本文主要探究初中物理生活化的创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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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没有了意义。生活教育理论和传统的“填鸭式”教

学完全不同，不再是教师一味向学生灌输知识，其重视

实践教学，实践出真知，特别强调要让学生亲自“做”，

通过学生自己实际动手操作得到启发与学习，对于学到

的知识印象才是最深刻的。那么在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

过程中，就要以学生为主体，给予学生足够的尊重，将

生活中的物理实验展示给学生，鼓励学生自己去观察思

考、进行探索，不断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动手操作能

力，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1.4 实用主义教育学说
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主要观点：教育即生活，教育

离不开生活，生活离不开教育，两者是一体的，不是为

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教育；教育即个人经验的增长，

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要让学生在实际的情境中增长经验；

教育即成长，教育是一个人不断获取各种生存经验的过

程，学校就是一个雏形社会，学生在学校的学习过程就

是慢慢适应社会的成长过程。学校的课程要以学生的经

验为中心，这就打破了原来以学科、教师、课堂为中心

的教学体系，教师只是学生成长的引导者，学生才是教

育教学的中心，并且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学

生的创造能力，能够独立探讨、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2  素质教育下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生活化教学实践
策略

2.1 实验器材生活化
实验器材生活化是初中物理实验生活化教学的前提。

实验器材是进行实验最重要的部分，没有实验器材实验

也就不能进行。那么，实验器材生活化就是让学生在生

活中找寻合适的物品将物理课本中原本深奥的原理呈现

出来，用实验说明原理的含义，这种方法学生比较容易

观察和理解。

在生活化的实验器材选取上，要注意是否能够得到

实验结果，会不会影响实验的效果，能不能帮助学生理

解物理的原理等问题，而且要根据这个年龄段学生的特

点（爱玩、爱看、好动），充分利用身边的教学资源，让

1  理论基础

1.1 建构主义理论
所谓的建构主义就是一种有关知识和学习的理论，

而且建构主义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最早可以追溯到

瑞士的心理学家皮亚杰。建构主义主要强调的是学生的

学习的主动性，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学习，

学生自己构建知识经验体系的过程，并且认为学习是学

生基于原有的知识经验生成意义、建构理解的过程，通

常是在社会文化互动中完成的。初中物理生活化利用了

构建主义理论，拉近了学生与实验的距离，用自己熟知

的生活物品来进行实验，有利于为学生营造一个熟悉的

自主思考的氛围，给予学生解决问题的自主权，教师刺

激学生的思维，激发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还

可以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完成教师布置给学生的学习

任务，达到最终的教学目标。初中物理实验从实际生活

角度出发，选取的材料都是学生所熟悉的，呈现出的结

果也是与生活贴近的，这就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求知

欲，在熟悉的情景中学习探索、总结经验，完成知识的

建构。

1.2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以自然人性为基础，关注发展人

的价值和潜能，其基本观点首先强调人的价值，重视人

的意识所具有的主观性、选择能力和意愿；其次，学习

是自我实现的过程，使人性更加丰满；再次，学生是学

习的主体，要有足够的尊重，能够自主学习；最后，人

际关系是有效学习的重要条件，在学与教的活动中创造

了“接受”的气氛。

1.3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从字面上理解就很容易

看出教育和生活息息相关，教学的过程重视与现实生活

相结合。陶行知的理论主要由“生活即教育”“生活即学

校”“教学做合一”组成，而生活教育理论就是“生活即

教育”，生活和教育密切相连，其主要是指教师的教学内

容要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教师在生活化教学的过程中

来观察学生、教育引导学生，教育不能脱离生活，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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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快乐学习，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只要学生善

于观察，就会发现生活中有很多事物都能体现出物理的

原理，而且要充分利用在生活中发现的资源，进行改造、

加工，为实验提供生活化的器材。

2.2 实验情景生活化
实验情景生活化是初中物理实验生活化教学的基础。

初中物理课本的知识大部分都是与生活实际相关联的，

并且教学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记住知识，而是让

学生能够理解其真正的含义。因此，教师通过构建生活

化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这个场景中，最终

的教学效果也会事半功倍，让学生将物理和实际生活建

立联系，在生活中也能感受到物理进而学习物理知识。

物理是与生活联系非常密切的学科，在实际的教学

过程中，教师构建的情境要选取学生熟悉的“事”和

“物”来进行教学，为实验的开展做好铺垫，创建一种生

活化、新奇的情境，让学生产生探究的欲望，进而可以

自主进行探究学习，建立一个完整的物理概念体系。

2.3 利用生活资源创新物理实验，培养学生的探
究意识和创新能力
实验性是物理学科的重要特征物，如果只是像语文、

英语那样单纯讲述课本内容，缺乏实验，对于培养学生

的物理兴趣则会大为不利。教师需要让学生自主动手做

实验，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并且

进行实验教学的时候要勇于创新，更好的提升课堂效率。

在教学实践中，有时候会发现教材中的实验并非都

是完美的，这时候，教师就可以通过探索，将教材中的

实验大胆进行创新升级，带领学生发挥聪明才智。比如，

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二章第一节演示真空不能传声的实

验，是学生认识和理解声音传播需要介质这一个重要知

识点的基础。实验的成败将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实验思想、

实验方法以及这一重要知识的全面理解和掌握。但由于

实验装置的不理想（发声体与支撑平台没分离开），导致

声音的响度级别降到一定等级就不变了，外界还是能够

听到强度不变的微弱声音，原实验不能很好的验证真空

不能传声这一实验事实。该实验一直是初中科学实验的

一个难题。为了让这一理想化的实验更接近完美，笔者

带领学生对此实验装置作了改进与创新，在原装置的基

础上，做如下改进：选用满足实验条件的一圆柱形永磁

铁安装在发声体下面并与发声体固定在一起，将类似于

圆柱体的电磁铁安装在支撑发声体的平台上，两磁体同

名磁极相对，接通电源，电磁铁通电，闹钟将被悬浮起

来。根据同名磁极相互排斥的原理将发声体与支撑平台

分离开来。最后，用真空泵抽取玻璃罩内空气，随着空

气量的减少，声音逐渐减弱，直到最后听不见声音为止。

通过创新改进，更好地达到了理想化的实验效果，大大

提高了课堂实验教学的效果。再比如，全球每年发生的

地震对人类的生命和财产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目

前人类对地震还不能准确预报，只能做到预警，预警时

间只在发生地震前的几秒或几十秒，即使接收到了预警

信号，也很难在极短时间内撤离到安全地带。所以，如

果有个装置能够将房屋悬浮起来，不仅可以保护人身安

全，还可避免造成财产损失。而目前市场上还没有有效

解决这一问题的专用悬浮房。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笔者带领学生大胆实验创新，发明了一种用于防震的多

功能磁悬浮房，在类似楼房的地基上装上规格相同的电

磁铁和符合要求的两套并联的悬浮电路，并通过电位器，

保护电阻，地震预警开关与电源相连，电磁铁向上的磁

极相同；整个房屋下面装有同规格相同数量的磁体，并

且磁性与楼房地基上装的电磁铁同名磁极相对。当地震

发生时，地震预警触发开关闭合，电路被接通，电磁铁

有了磁性，根据同名磁极相互排斥的原理，房屋按照预

设平稳的被悬浮起来。同时，房屋四周的四个平衡柱能

够确保房屋在悬浮起来的同时不会倾斜摇摆，等到地震

过后再通过调节电位器减小电流来达到减弱电磁铁磁性

的目的，从而使得房屋平稳的降落到地基上，四个平衡

柱在房屋更加平稳的降落过程中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如果并联的一套磁悬浮装置出现故

障，那么另一套磁悬浮装置照样能将房屋悬浮起来。

3  结论

综上所述，在素质教育的前提下，初中物理实验生

活化教学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可行的教学方案，对学

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要有基本的保障。虽然国内物理实验

生化教学比国外晚很多年，但是我国在这方面后来者居

上，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实验经验。初中生活化

的物理实验教学活动要继续进行探索，找寻更多、更合

适的教学方案，提高学生对物理实验的兴趣，提高教学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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