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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教育理念下黄冈乡村初中物理课堂
有效教学策略研究

——以凸透镜成像规律为例
杨　淦 1　吕　可 1　田博雅 2　王小兰 1

（1. 黄冈师范学院物理与电信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2. 青海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基于黄冈 M 农村中学以“凸透镜成像规律”为研究对象，研究 STEAM 教育理念在教学中的应用与效果；提出了三点教学策略：

其一准确把握物理课堂教学的目标，其二实物实验与虚拟仿真结合，其三完善初中物理课堂教学评价手段；以期对黄冈市农村中学物理

教师有所启示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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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考的压力驱使下，有的初中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在初三

显现出比较浓厚的功利色彩，很多初中物理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重理论轻实践，重考试成绩轻学生的物理素养的培养，与此相对

应的教学策略往往是“机械记忆”“题海战术”，没有考虑到学

生的实际情况。导致了学生的“学”疲惫不堪，教师的“教”苦

不堪言，最后结果大都事倍功半。越是学生基础不好的学校，这

种现象就越是明显。经过笔者调查，在黄冈有的乡村初中，部分

学生基础差，学习兴趣不高，三年的学习过程中耗费了学生老师

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而 STEAM 教育理念与传统的单学科及重书本知识的教育方式

有所区别，通过整合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艺术五大学科，

关注学生的实际情况，注重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动手操作能力而

备受瞩目。目前的研究将 STEAM 教育理念与初中物理教学相结合

的文章并不多，本文以“凸透镜成像规律”为例，讨论在黄冈 M

乡村初中物理课堂如何融入 STEAM 教育理念，为后续的农村初中

物理教学提供参考。

一、STEAM 理念应用在黄冈 M 乡村初中物理课堂的策略研

究 

（一）研究的理论

1.2022 年版《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

在《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中的第四部分——“课程内容”

中提出：“‘跨学科实践’主题的内容具有跨学科性和实践性特点，

与日常生活、工程实践及社会热点问题密切相关。这部分内容的

设计旨在发展学生跨学科运用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

合能力、动手操作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积极认真的学习态度和

乐于实践、敢于创新的精神。”

在《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中的第六部分——“课程实施”

中提出：“要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详细的列举了“倡导情

境化教学、突出问题教学、注重‘做中学’‘用中学’、合理运

用信息技术。”

2.STEAM 教育理论

STEAM 教育是一种基于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艺术（Art）和数学（Mathematics）的综合性、

跨学科教育理念。STEAM 教育通过这些学科的融合和互相促进，

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STEAM 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将学科间的分隔消除，通过跨学科

教育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知识，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

仅能够获得知识，而且能够将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在 STEAM 教

育中，学生可以通过实践、探究和创新来学习，获得与单纯知识

学习不同的体验。

STEAM 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以下特点的学生：

（1）具有跨学科的思维和知识：STEAM 教育可以帮助学生

将不同的学科融合在一起，形成跨学科的思维和知识。

（2）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STEAM 教育可以通过实践

和探究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3）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STEAM 教育可以通过问题解决

的实践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4）具有团队协作和交流能力：STEAM 教育可以通过团队

合作和交流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和交流能力。

总之，STEAM 教育旨在通过跨学科教育和实践活动来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应用能力，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

发展。

（二）STEAM 理念应用在黄冈 M 乡村初中物理课堂的策略研

究

就现阶段初中物理教学情况来看，或多或少还存在着不足，

如教学内容、手段过于单一，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彰显，主人

公的作用得不到发挥，长久地处于被动学习状态等。那么，如何

发挥如何发挥 STEAM 教育理念的功能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

手。

1. 基于 STEAM 教学理念准确把握物理课堂教学的目标，提升

初中物理课堂教学效率 .

遵循《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核心素养目标，STEAM 教学

内容选取的关键在于设计任务的挖崛，即选择物理教材中的某一

章节或主题，联系生产生活、时事热点、科技前沿等提出设计任务。

其一制定具体的学习目标和评价标准： STEAM 教学理念注重

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创新能力，因此，在物理课堂中，应该制定具

体的学习目标和评价标准，以便让学生更好地参与到学习中来。

其二确定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兴趣点， STEAM 教学理念强调学

生的主动学习和创新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先了解学生

的学习需求和兴趣点，以便让学生更好地参与到学习中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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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调查问卷、小组讨论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兴

趣点。

其三设计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和活动 ：STEAM 教学理念鼓励学

生解决真实世界中的问题，并通过跨学科的学习，开发学生的创

新能力。在物理课堂中，可以引入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和活动，如

设计一个物理实验、制作一个物理模型或者研究一个复杂的物理

现象，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2. 实物实验与虚拟仿真结合，提升初中物理课堂教学效率 .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其中提到不少探

究类学生必做实验，鉴于各种因素的干扰，许多物理实验实施起

来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在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已经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普及。各个学科的教学领域也基本配备了信

息化教学设备、技术等，教学活动的开展拥有扎实的基础。对此，

针对许多现场效果不理想的物理探究实验，教师可以利用信息化

技术，通过虚拟仿真软件和实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物理实验的设

计与演示，得到预期的物理现象。除此以外，坚持学生在教学过

程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自主设计物理实验，观察实验现象，探

究实验原理等。这样一来，学生的自学能力、实践能力、逻辑思

维等能力都能够得到有效的锻炼，且物理学习体验也会得到良好

的升华。

3. 完善初中物理课堂教学多元评价，提升初中物理课堂教学

效率 .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教学评价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以往

初中物理教学评价通常是采取静态的试卷测评，将学生的学习成

绩作为主要的标准，显然，这与 STEAM 教育的理念背道而驰，不

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对此，教师需要不断完善、健全多元的评

价体系，例如：可以采取交互式的动态测评，学生进行自我评价

和小组互相评价，打破单方面以学习成绩为唯一评价标准，综合

突出工程、数学、技术等方面的考量等。如此一来，能够有效提

高教学评价地实际作用，落实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手段

笔者从黄冈 M 农村中学初中物理入手，研究 STEAM 教育理

念在教学中的应用与效果，为了研究的效果有效化，本文选取人

教版初中物理教材八年级上册第五章第三节“凸透镜成像规律”

为研究对象，系统的阐述 STEAM 在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效果。

研究之前，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阅读与实际案例的查找，

作出了本节教学所需融合的 STEAM 教育理念的教案，并且对教学

环节进行了具体详细的设计，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在实际的操

作过程中，可以通过公开课或者网络平台不断地收集专家的意见

和建议，不断的优化与改进课堂中的缺陷，拓展 STEAM 教育理念

融入物理教学的途径。

三、STEAM 教育理念下的黄冈 M 乡村初中物理课堂教学案

例

设计理念：STEAM 教育理念中的“S”“T”“E”“A”“M”

教学目标

物理观念
1 知道什么是凸透镜以及照相机；

2. 知道放大镜，投影仪的成像原理。

科学思维
1. 通过探究实验的具体步骤，培养科学思维；

2.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科学探究
小组合作探究，找到凸透镜像规律。

小组合作探究，制造出简易的凸透镜。

科学态度与责任感
1. 体会物理知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2.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

思政目标 通过正确的引导，让学生了解到凸透镜在我国前沿领域的应用，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与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点 掌握凸透镜的成像规律 

教学难点 照相机、放大镜、投影仪的成像原理

教学方法 实验演示法、合作探究法

教学资源 多媒体课件，照相机，放大镜，凸透镜，半透明膜，蜡烛，纸盒，光屏，光具座，火柴，拍立得

教

学

主

要

过

程

展

示

教学主要环节展示

1. 创设物理情境，凸显 STEAM 教育理念 .

教师提出问题，照相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拍出来的照片与真实的物体有什么不一样？

随后教师拿出拍立得，给全班同学照合照，取出照片。

学生观察照片后回答：人物缩小了。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人物在照片中会变小？

还有投影仪、望远镜和放大镜、汽车大灯和眼睛看东西等等让学生开始自由的讨论。

2. 仿真模拟与实物实验结合，促进物理课堂教学目标达成 .

教师通过提问引导，帮助学生回顾曾经学过的凸透镜的知识。学生通过阅读课本，知道照相机、放

大镜等等都是应用了凸透镜成像的原理。根据让学生对比放大镜与照相机的成像不同，进而提出问题：

仿真模拟与实物实验结合：

改变物体与凸透镜的距离，得出来的像有什么规律？学生回答：应该是正立缩小的像或者正立放大

的像。（受到前认知的影响）

STEAM 教育理念下设计意

图

①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

和知识，提升初中物理课

堂教学效率 .



0272023 年第 5 卷第 01 期 教育前沿

教

学

主

要

过

程

展

示

教师按照学生的回答，利用 PPT 和仿真软件开始进行仿真模拟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实验。

①教师首先介绍实验装置，并详细说明操作方法与注意事项。

②教师进行仿真模拟实验，改变凸透镜与蜡烛的距离，光屏的像成放大或者缩小的像。

③学生小组实验，依据教师的模拟演示，教师指导下进行实物实验，记录出光屏幕上成像是放大与

缩小的像时，蜡烛与透镜的距离，光屏与透镜的距离，记录实验数据。

④实验结束，让学生思考倒立缩小实像以及倒立放大实像的条件。

⑤教师引导学生讨论、交流得出结论：物体处于 2 倍焦距以外成倒立缩小的实像，物体处于一倍焦

距与两倍焦距以内，成倒立放大的实像。

⑥通过实验得出了结论，老师通过仿真软件向学生展示照相机和投影仪光路图并引导学生分析原理。

⑦教师通过让学生对比照相机，投影仪，放大镜的光路图，引导学生得出凸透镜的成像规律，教师

在这里特别解释实像与虚像的区别，平面镜成像是虚像，光屏上面显示的是实像。

⑧教师在此刻提出疑问，为什么得出来的结论与我们生活经验不相符合，（无论是照相机和投影仪

我们看到的都是正立的），让学生参与讨论并进行交流，最后小组统一发言，回答结束，教师进行

有关投影仪、望远镜和放大镜、汽车大灯知识点的补充，并展示有关资料。

3. 实物制作实验，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

完成对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学习以后，教师要求小组进行实际操作，学生查阅资料，在教师的帮助下，

最终确定了制作简易凸透镜的材料： 

实物制作：材料如下：塑料瓶一个， 剪刀一个，勾线笔一个，塑料胶一个，一盆水。

（1）在塑料瓶的瓶头上用勾线笔围绕瓶盖画 2 个圆圈。

（2）把圆圈剪下来，注意 2 个圆圈的大小是一样大的。

（3）用手试图把两个已经剪好的圆圈拼接起来，并用塑料胶把它们粘起来，但是要留一个小口子。

（4）把已经做好的塑料片放到水中，通过小口子让水流进塑料胶片。

（5）最后的小口子用胶封起来就完成了。

4. 交流合作与展示，多元评价

各小组的简易凸透镜制作完成后，互相交流优化实验操作，比较各自的制作方法以及制作出来的凸

透镜在光屏上面呈现的像，依据最优方案来改进凸透镜的模型。  教师随后总结本堂课所学的知识点，

并且引导学生课后去了解透镜在我国前沿领域的使用的成果以及依然存在的问题，加深对凸透镜的

了解。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小组互相评价，多元化评价法，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 . 让学生

在多个方面得到认可和激励，激发学生的学习物理的兴趣和积极性。

②培养学生综合解决问题

的能力，提升初中物理课

堂教学效率 .

③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提升初中物理课

堂教学效率 .

④多元评价，培养学生团

队协作和交流能力，提升

初中物理课堂教学效率 .

四、小结

综上所述，准确把握物理课堂教学的目标，鼓励学生自己探

索问题和解决方案，从而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物实验与

虚拟仿真结合，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物理原理，引导学生

探索和解决问题，从而将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相结合，培养他们

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完善初中物理课堂教学多元评价体系，

可以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为学生提供积极的学习氛围，激发学

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黄冈乡村初中物理课堂在 STEAM 教育理念

引领下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学习动力，提高初中物理课堂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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