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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初中物理核心素养主要包含核心概念、科学思维、科

学探究能力等。培养物理核心素养的原因是希望学生能够整合初

中物理学科的关键概念，在学习中养成物理科学思维，拥有一定

的科学探究能力。对此，初中物理教师为了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就要以初中物理实验为切入点，对物理实验教学的

内容和形式进行科学创新。本文基于核心素养视角下初中物理实

验的优化设计，对初中物理实验教学进行改革与创新，以此希望

能够在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中，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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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培养核心素养的重要意义

学校开设初中物理实验课程的初衷是培养学生的物理实践能

力，通过让初中生动手做物理实验，从而在此过程中反映学生的

学习能力、观察能力、物理思维能力等。并且初中生进行物理实

验的过程中，教师还可以观察学生是否已经掌握了良好的探究方

法。通过初中物理实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在参

与物理实验的过程中，还可以提高学生对物理学习的积极性，以

及更好地理解初中物理相关基本理论。此外，还可以培养学生的

观察能力。因为，物理是一门较为基础的学科，主要以观察与实

验为主。想要学习好物理，离不开动手实践与在实验过程中的观察。

因此，学生在进行物理实验过程中，通过对过程的仔细观察与课

本知识进行很好地结合，进而便可以培养学生养成善于观察的好

习惯。

但是，当前的部分学校，甚至是一部分初中物理教师因为

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认为分数高于一切，将初中物理实验教

学仅仅当作是一门让学生能够得分的课程，忽视了实验教学对

初中学生培养物理核心素养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因为于此，一

些教师在初中物理实验教学过程中常常是让学生记住实验步骤，

根据教材内容按部就班地操作。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下，本来妙

趣横生的物理实验在学生眼里变得枯燥，并且也会不利于锻炼

初中学生物理思维能力。长此以往，学生学习初中物理实验的

积极性下降，更有甚者本来对物理就不感兴趣，致使对物理更

加厌弃。因此在初中物理实验中，为了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笔者认为应该对老旧的实验内容和实验教学方法进

行改革与创新。初中物理教师应该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

核心素养为教学目标，对学生进行学科综合能力和物理综合素

养方式的培养。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优化设计

（一）转变教学观念，提高学生掌握核心概念能力

初中物理教师在教导学生学习物理实验的过程中，教师的教

学观念会对学生学习效果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教师应该在核心素

养教育指导下，舍弃传统的应试教育，不以学生是否能做出满分

的实验结果作为评判标准，而是应该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出发，不

仅是关注学生的实验结果，更要加强对学生实验过程的重视。学

生操作实验过程，其实便是学生自己在探索物理学科的相关知识

的过程。物理实验本身具有一定的难度，需要教师在旁边进行指导。

但是设置物理实验教学本身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物理实践能力。

通过实践，让学生能够从理论书本中脱身而出，置身于更加广阔

的物理天地之中。因此，教师应该要不怕学生在物理实验过程中

出错，毕竟不像是化学实验、生物实验，会对学生的安全产生影响。

教师应该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创新物理实验活动，改进实验的

模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让学生能够在物理实验之中掌握物

理基本理论的核心概念。

以苏教版“平面镜成像”为例，初中物理教师在教导学生进

行“平面镜成像”物理实验时候，首先通过课本教学，让学生掌握“平

面镜成像”的原理。学生在掌握原理之后，教师要告诉学生进行

实验的时候，要在实验过程中检验原理是否正确。之后，教师开

始准备器材：支架、玻璃板、相同的蜡烛、白纸一张以及一个光屏。

准备火柴的时候，要告诫学生不要随意玩火柴。教师这时候就应

该在讲台上，进行教学过程展示，并且在展示的过程中，告诉学

生哪些地方容易引起危险，哪些步骤如果没有做，会导致最后实

验结果不成功等等。教师在进行物理实验展示之后，要再去重复

一遍“平面镜成像”涉及的物理原理，让学生能够记得更加牢固。

接下来，教师便让学生进行分组实验，在学生进行实验的时候，

教师要去观察各小组中容易出现的操作问题。或者是重点关注哪

些小组操作过程正确，但是最后实验结果没有符合预期目标。教

师在最后，从各小组之中随意选出一个小组，让他们进行展示，

并且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出错，放心大胆地去进行物理操作。最后，

教师先总结进行展示的小组存在的问题，然后将自己在之前观察

中学生易错的问题讲出来，并且留下课下作业让学生们反思为什

么会做错，以及什么才是正确的步骤。教师的教学观念，从禁止

学生犯错到鼓励学生勇敢试错，便可以不断地提高学生对物理的

积极性，并且还可以让学生在操作物理实验过程之中，自己一步

步探究出来正确的结果，以此来掌握基本物理理论的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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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生活实际出发，培养学生科学思维

在初中这个阶段，初中生对于身边的事物充满了强烈的探求

欲望。而且，由于他们这时候的生活经验还不丰富，常常会好奇

身边所发生的事物。因此，教师便可以根据这一特点进行教学活动，

引导学生将物理基本理论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培养

学生物理的科学思维。在进行物理实验操作教学之前，教师应该

先去思考如何将日常现象与之联系起来，争取将较为枯燥的物理

知识转化成为学生感兴趣的日常生活事物中的原理。这样学生便

可以更好地了解物理基本理论，也可以养成自己的物理科学思维，

并且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用科学、理性的思维来对待日常生活

之中令人好奇的现象。

以苏教版“光的反射”为例。教师首先应该在课堂上向同学进

行提问：“生活中你所常见的光的反射有什么？”“你站在岸上，

看见水里面的鱼算不算光的反射？”学生回答完之后，教师便开始

进行关于光的反射相关原理的教学，并且借助多媒体设备向学生展

示日常生活之中“光的反射”现象。这样便于学生更好地进行理解。

接着，教师利用“光的反射”物理实验向学生展示光是如何反射的。

在实验展示完毕之后，教师应该让学生来做总结，“光的反射”之

中有什么结论。比如，有的学生可能会回答“反射光线与入射光线

在法线两侧”。教师等学生将结论全部总结完毕之后，让学生分成

小组开始进行实验。在“光的反射”实验过程之中，教师不但要让

学生进行正确的实验，还要让学生观察如果出现实验步骤错误的情

况，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以及这个结果算不算是“光的反射”。

然后教师便要布置课后作业，让学生自己思考生活中常见的“光的

反射”现象是否与物理实验所展示完全一致，不一致又会使得光产

生什么样的变化。将日常生活与物理实验进行有效的结合，学生在

学习物理实验的过程之中便会有更多的理解。并且，学生在将基本

物理理论知识掌握完毕之后，可以在日常生活之中进行举一反三，

既可以对物理基本理论知识再更深一步，还可以在以后的学习、生

活中培养科学思维，既动脑，又动手。

（三）结合扩展问题，提高学生物理探究能力

初中物理教师如果想要提高学生的物理探究能力，可以在实

验教学过程之中对相关物理基本原理进行拓展，设置一些具有探

究性的问题，让学生可以针对某一物理知识点进行发散性地思考。

此外，在设计相关探究性问题的时候，教师不但可以锻炼学生思

维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从实践再次回归到知识中，

甚至从这个知识点迁移到另一个知识点的跳跃式联想，从而让学

生自主将更多有联系的物理基础理论进行串联，发现更多的物理

知识点，让学生不拘束于书本，在更加广阔的物理天地之中遨游。

以苏教版“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为例，教师要在教学课堂

上让学生对“凸透镜成像”的原理有一定的掌握，然后将学生进

行分组操作“凸透镜成像规律”的物理实验。在学生实验过程中，

教师可以一边监督学生的物理实验操作，一边将结论告诉学生。

相关结论比如“当光源到凸透镜的距离在一倍凸透镜焦距和两倍

凸透镜焦距之间时，像是倒立放大的实像”，“当光源到凸透镜

的距离小于凸透镜焦距时，像是正立放大的虚像”。接着，等小

组全部将结论证实之后，教师便对学生进行提问：“虚像和实像

有何不同？”“为什么光源到凸透镜的距离不同导致像不同？”

等。然后教师还可以通过“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物理实验来向

学生提问：“凸透镜的焦距又应该如何测量”。紧接着，教师向

学生展示“测凸透镜焦距”的物理实验，然后告知同学们这是下

节课需要进行操作的物理实验。之后，教师选出一个戴眼镜的同

学，向该同学进行提问：“你戴的是近视镜还是远视镜？”“戴

上眼镜与不戴眼镜看周边事物的时候有何不同？”当学生一一作

答之后，教师就需要将戴眼镜与近视镜和远视镜的作用进行总结，

以及告知学生们为什么会戴上眼镜之后能够将身边的事物观察清

楚。此时，教师便要以眼镜作为拓展性问题，来让同学们进行探究，

眼镜与之前的“测凸透镜焦距”有何联系，又与“探究凸透镜成

像规律”有何联系。比如“眼镜所看的像是实像还是虚像？”“凸

透镜的焦距是否会影响探究凸透镜成像的规律？”教师有针对性

地将这些问题作为课下作业，让同学们将相关知识点之间进行串

联，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并且还要以眼镜作为相关知识点的切

入角度，来让同学们去进行初中物理基本理论的探究，以此来提

高学生的物理探究能力。

三、结语

初中物理教师应该以核心素养教育为培养学生的重点，以初

中物理新课标作为初中物理实验操作导向，来提高学生对于物理

基本理论的核心概念的掌握，从而让学生将零碎的初中物理知识

点整合成为系统的物理理论框架；教师通过将物理实验与日常生

活进行紧密结合，优化相关物理实验操作设计，以此来培养学生

的科学思维；教师再以有探究性的问题作为切入点，以此来提升

学生的物理探究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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