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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背景下初中物理习题教学探析 
◆周  晔 

（山西省吕梁市交城县南街学校  030500）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发展，初中物理教学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其中习题教学作为初中物理教学的重点内容，同样面临和更高的要求和

目标。为了提高初中物理习题教学的有效性，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

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教学内容的特点制定科学的教学计划，从而提高学生

的物理学习能力，实现物理教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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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题教学作为初中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物理教

学质量和效率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有效的习题教学不仅能够
加深学生的记忆和理解，促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还能反应出学
生的学习状况，促使教师和学生获得正确的反馈信息，从而采取
有效的方式“对症下药”，不断提高学生的物理学习能力。因此，
本文通过对初中物理习题教学进行调研，结合笔者的实际教学经
验，提出了新背景下优化物理习题教学的几点建议，希望对广大
教师提供参考依据。 

一、加强习题教学的针对性，为进一步深化奠定基础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发展，物理教学模式正在发生变化，新课

改要求物理教学必须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提高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这就要求教师要利用习题教学的特点
和优势，给予学生充分的学习空间和思考空间。教师在教学的过
程中，要加强习题教学的针对性指导，所采用的习题应该是对所
学内容的高度总结，能够使学生开展具有针对性的学习活动，从
而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例
如，通过新课学习相互作用力和平衡力的基本概念后，教师可以
以问题的形式让学生自己设计表格，让学生总结出相互作用力和
平衡力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从而加深对所学知识的记忆和理解，
为以后的运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坚持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实现教学内容的环环相扣 
在物理教学中，教师要坚持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切忌出现

问题的过度拔高，从而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这就要求教师要
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满足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促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遵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
低到高的学习规律，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从而实现习题教
学内容的环环相扣。[1]例如，在学习压强后，教师可以结合先前
学习的晶体熔点与哪些因素有关可以设计这样的习题：1、冰
从冰面上滑过会看到什么现象？2、就看到的现象你能提出哪些
问题？3、借助所学知识对你提出的知识进行解释。让学生从现
象中认识规律，进而设置问题，让其产生探究的欲望。又如蒸发
吸热，为什么刚洗完澡出来风一吹会觉得冷？通过学习学生在新
课中就能解释，但是对于干燥温度计扇扇子是否会降低温度，让
学生在新课中判断就有难度了，因此，在习题课上针对该知识点
进行一组有层次的习题：1、为什么夏天扇扇子人会觉得凉快？2、
那对着干燥的温度计扇扇子，温度计示数会变化么？3、如果玻
璃泡处蘸有酒精温度计，温度计示数会怎样变化？4、干湿泡温
度计是用两支相同的温度计并列制成的，使用时，其中一支温度
计下端的玻璃泡包着湿布，因为水在蒸发时要____，所以这支温
度计的读数要比另一支温度计的读数____，两支温度计的示数差
大就表明空气中水蒸气的含量____。这组题目考查的是蒸发吸热
这一知识点，从日常生活入手，干燥温度计与玻璃泡蘸有酒精的
温度计进行对比，再回到生活应用干湿计的原理，层层的深入，
充分体现了新课程下从生活到物理到社会的思想。 

三、拓宽习题教学的渠道，全面提高学生物理学习能力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教师应该要明确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采

用创新的教学手段，拓宽习题教学的渠道，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
能力。这就需要教师要精简教学内容，为学生明确学习的重点，

切忌教学内容过多、过杂，影响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教师要通
过为学生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利用合作学习等形式不断提高学
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从而提
高习题教学的有效性。例如，水银是一种金属，学名汞，俗称水
银，在常温下为液态，用途广泛：体温计中装的就是汞；家庭用
的日光灯里有汞；汞是 好的金属溶剂，许多金属都能溶于其中。
但是汞及汞蒸气有剧毒，若不慎吞服水银后，水银会与体内含巯
基的酶和蛋白质结合，影响其活性，妨碍细胞正常代谢，导致重
金属中毒。在秦始皇的陵墓中，就有大量的水银，这些水银不仅
象征着百川大海，同时也是为了防止盗墓者进入。如果你用口表
量体温时，不慎咬破了体温表，并吞服了水银，应尝试用手指刺
激咽喉部催吐，用水漱口后，喝点蛋清或牛奶，再立刻叫车去医
院就诊。通过阅读材料，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解决以下问题：1、
体温计与其他温度计有什么不同的结构特点？为什么这样设
计？2、常见的体温计中的测温介质是什么？为什么选用该种物
质？3、在南极地区能否使用水银温度计？为什么？如果不能用
水银温度计，应该用何种液体的温度计来测量？体温计作为常见
的温度计，在新课教学中只要知道其结构特点、工作原理、会正
确使用即可。其他相关的知识应该在习题课上予以讲解，设计以
上这组阅读习题，不仅复习了温度计的结构特点，同时还对温度
计的相关知识进行了适当补充，采用阅读式试题，让学生在增加
阅历的同时而不感到乏味。 

四、优化习题教学的资源整合，提高学生的整体思维 
习题设计时，教师完全可以重新整合已学过的知识，通过重

整，使得已熟悉的知识变成新的知识，这种过程也能培养学生自
我探究的能力。[2]例如，新课教学中强调液体温度计的制作原理
是利用液体热胀冷缩的性质，但是固体以及气体也有热胀冷缩性
质，一样可以制作温度计，因此可以在习题课上安排下一组题目：
1、小红利用小瓶、橡皮塞和玻璃管自制液体温度计。该温度计
是根据液体的 ______来工作的。2、伽利略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只
温度计，它是由长颈玻璃瓶倒插在液体槽里构成的，当外界温度
改变时，可由玻璃管中的液面高低来标记温度，则下列说法正确
的是（）A、它是利用液体热胀冷缩的性质制成的。B、它是利
用气体热胀冷缩的性质制成的。C、当外界温度升高时，玻璃管
中的液面升高。D、当外界温度降低时，玻璃管中的液面降低。
3、已知在同等受热条件下，铜膨胀得比铁厉害，现取形状完全
相同的铜片和铁片紧紧铆在一起组成双金属片，用蜡烛火焰在其
任意一面加热，双金属片将向 _____那边弯曲。请你根据以上现
象设计一种温度计，画图表示。根据温度计制作原理设计该题，
既复习了自制液体温度计，还联系气体、固体也具有热胀冷缩的
性质，认识了气体温度计以及双金属片温度计。这种教学模式不
仅加强了物理知识的内在联系，而且还让学生从整体把握对物理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从而提高了学生整体思维能力。 

五、结语 
总之，有效的习题教学不仅能够提高物理教学的质量和效

率，同时对学生物理思维的形成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就要
求广大教师要顺应新课改的发展趋势，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满
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给予学生充分的学习和思考空间，提高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这样才能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从而满足新
课改对初中物理习题教学的新要求，提高习题教学的有效性和科
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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