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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实验的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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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和平南路 132 号第七中学物理组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1) 

摘要：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需要对于安全性以及实验效果进行双方面的关注，面对学生操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危险
性，教师既要做到充分预防，同时对于实验教学的方式，也应该进行一定的改进，否则是无法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实验过程的
流畅性的，因此在初中教学过程中，物理实验占据的比重和重要性必须得到重视，作为实验性学科大部分的教学内容需要通过实验
进行直观呈现，才能够保证教学效果真正深入到学生的记忆体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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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初中学生而言，在初二阶段开始的物理学习课程具有

较高的难度和理解基础，虽然教师通过入门教学能够保证部分
学生对于课程内容进行深入透彻的解析，但是部分非直观的教
学内容必须通过实验才能够完整展现给学生，促进其对于物理
实验内容结果的细节记忆，而且实验过程能够有效增加物理课
程的趣味性，让学生的注意力更加集中，比起枯燥的通过概念
公式的讲解进行教学，更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效果。 

一、物理实验学习要保证化繁为简 
对于物理学习的第一个步骤，应该保证学生的学习过程足

够简化同时能够达到对应的效果，对此物理教师应该充分提升
个人的教学能力以及经验的积累，尤其是在对于实验课程的方
式上，应该将实验内容化繁为简，重点展示学习内容中的重难
环节，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初中物理学习过程中的难点信息，
例如在讲解光线传播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将反射折射的部分进
行分别讲解，尤其是折射的问题，可以采用水面折射的方式让
学生更为直观的了解这一问题，在光线经过水面的时候，通过
折射导致视觉上发生了一定的偏移，进而对于人的眼睛所产生
的具体方位认知有一定的偏差，这一变化虽然在生活中具有较
多的经历但是学生以往并未通过学术研究的认知方式进行了
解，在教师通过实验解析之后，能够让学生对于这一内容记忆
更加深刻扎实，同时对于物理与生活的连接特性有更深的了解。 

二、实验内容选择较为简便的实现形式节约成本 
对于物理实验内容的设计，要达到应有的目的是最为重要

的前提，教师通过实验素材所能够产生的效果和课本目标上的
要求应该一致，例如以沉浮的物理效果作为讲解内容，教师可
以从生活中取材，通过塑料瓶在水池当中的沉浮作为案例进行
体现，因为中空的塑料瓶内部充满空气，其材质密度较轻以及
内部空气所带来的浮力能够让其漂浮在水面上，而如果在瓶身
上扎出小洞，那么水瓶就会因为内部进水增加重量，同时空气
的排出也导致了水瓶的位置在水中不断下降，这一过程是重力
的减小和增大造成了水瓶的沉浮效果变换。在实验过程中教师
并不需要复杂的焦距和损耗性材料，只需要生活中随手可得的
水瓶就能够完成这一实验内容，并且教学效果能够达到最佳的
水平，这一点应该在初中物理教学中进行推广，让教师增强教
学能力以及实地取材因地制宜的能力，同时加强物理与生活的
联系性。这同样也是促进学生从生活角度加强对于物理内容思
考的研究方式，教师的研究方法能够为学生所记忆和应用，对
于解决生活问题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这一点出发物理课
程的教育意义达成了理论教学和实践应用双方面的平衡，对于
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大有裨益[1]。 

三、改善物理实验形式的直观效果 
以往初中物理实验课程的内容多是教师进行操作学生通过

观看学习和记忆对应的实验效果，而当前对于部分费直观性的
教学内容，例如声波和磁场等认知，以往并没有直观的方式进
行教学，而在实践经验中教师可以总结生活中发现的物理特性，
将其运用在课堂实验教学中，例如声波的存在，通过肉眼是无
法直接进行认知的，但是教师可以通过课件的微粒，例如烟雾，
来让声波变成可识别的视觉效果，在通过录音机大功率的声音
状态下进行播放，飘过其周围的烟雾会发生明显的变形效果，
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认识到声波的可变化性和其真实存在的认
知，学生的记忆效果以及课堂氛围会有极大的活跃和提升。 

这一直观的实验效果就是通过生活经验的积累以及应用来
达成的具体效果，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应该分享和交流这种
经验，让学生也能够在生活中举一反三，对于物理知识进行充
分的应用实践。这对于物理课程的实验内容的教学效果是一种
极大的提升，根式对于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有效促进，帮助学
生在实验过程中加深了对于物理知识的记忆理解。 

四、将实验仪器的应用和制作进行具体演示 
在物理实验过程中，低成本的器材制作是教师可以为学生

提供重要的物理实验知识的主要来源，因为物理实验不仅需要
遵守已有的常识约定，更要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思维，才能够
将物理学的新研究新发现达到更好的应用效果，例如对于二氧
化碳的获取，虽然实验室制成是更为传统的方法，但是对于现
成可取的实验素材，将有更好的收集价值，教师在实验前也可
以将其作为一个一怒点进行教学，首先提问学生是否知道二氧
化碳的生成来源，然后拿出可乐容器，通过震荡摇晃让其中的
二氧化碳气体分离，然后通过气球套在瓶口的方式将二氧化碳
收集起来，这样简易又具有趣味性的操作方式将非常好的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将实验效果达到更好的效果。 

随着教学方法的不断改进和演变，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初中
物理教师还可以采用更加多样化的方式让学生完成物理实验，
并且在实验过程中加入更多的创意因素能够更好的体现教学实
践的价值意义，让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具有趣味性[2]。 

五、结束语 
当前对于初衷物理实验教学的设计过程，需要教师将学生

的预期学习效果以及过程中的讲解要点进行丰富细致的解析，
保证能够在教学过程中节约成本又达到对应的教学目的，让课
堂氛围活跃起来，同时激发学生对于物理课程的学习效果，将
实验作为提升学习效率的重要途径，并且这也是对于学生未来
学业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引导，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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