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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好演示实验使物理课堂教学事半功倍
刘文秀

（桂林德智外国语学校，广西 桂林 541000）

摘要：在物理课堂教学中合理运用演示实验能让我们的课堂

教学更生动形象和直观，将对物理课堂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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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实验是为了教师配合教学内容，在课堂上操作演示的实

验。演示实验在中学物理课堂教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中学

物理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课堂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演示实验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学生学习最好的老师。如能想办法激发学生的兴趣

就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因此，

在物理课堂教学中应尽量激发学生对物理的学习兴趣，同时调

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物理教学过程中，学生才是

学习的主体，学生愿意学习，主动学习，这样课堂教学就能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在上《光的折射》一节时，教师只需要一枚硬币、一

个不透明的杯子和一瓶水就可以做一个让学生感到惊奇的小实验

（或者一只筷子和一杯水）。当教师把硬币放在杯子底部，然后

慢慢地移动直到眼睛看不到杯子底部的硬币为止，然后我们将水

慢慢地倒入杯中时，在此视角又能重新看到杯子底部的硬币。此

后又一次移动我们的视角，同样移到第二次不能看到杯子底部的

硬币。此时，又慢慢地向杯子里加水，又能看到杯子底部的硬币 . 这

样就可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使学生主动去学习。知道其中的道理

后又可以让学生感到一种自豪感，让学生对物理知识有更强的求

知欲望与兴趣。

二、演示实验可以有效让学生理解概念和规律

课堂教学中教师常用演示实验展示物理现象和变化的过程，

特别是一些学生日常生活中难以见到的或是与学生的经验相抵触

的现象和过程。演示实验能使学生获得丰富的感性知识，形成鲜

明的表象，为学生建立正确的概念，认识规律奠定基础。要使学

生对物理学中许多的概念和规律准确的理解单靠死记硬背是不科

学的，这要求教师要借助物理课堂演示实验来帮助学生对物理概

念和物理规律的理解。研究表明，形象记忆要比文字记忆更有效、

更持久，演示实验展现了物理现象变化的过程，让学生的记忆更

加深刻、更加牢固。

三、演示实验可以与实际生活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

一般课堂演示实验都比较简单，易于操作，并且大多数不需

要实验室专配的实验仪器，而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把它们

组合起来即可。例如引入摩擦力的概念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将自

己的手和桌子接触并让自己的手在桌上来回的推动，学生会感觉

到手受到课桌的阻阻碍作用，通过分析总结得出摩擦力的概念 . 并

让学生加大手对桌子的压力，让学生感受摩擦力的大小与哪些因

素有关，引发学生的思考，可以从小的一个实验问题增强学生的

动手和分析能力。将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归纳能力相结合，提

高学生的全面素质。

四、演示实验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和操作技能

课堂上的演示实验除了给学生良好的示范作用，还可以教给

学生周密的思考、操作技能。例如，在做电学类实验时，一般是

先画电路图，然后根据电路图连接实物图 . 在连接实物图的过程

中，电路中的开关一定要断开，如果电路中有电流表或电压表时，

应注意电表的正负极，而且在不能估计电路中的电流或电压时，

需要采用试触的方法来检测电路中的电流或电压大小，再选取合

适的量程，从而避免损坏电表 . 在通电前还要认真检查电路无误

后方可接通开关。这些操作虽然是最基本的但教师要起示范作用，

中学生具有很强效仿性，长期的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一定会使学

生培养出良好的实验习惯和操作技能。

五、演示实验导入新课作用

在讲授一节物理新课内容时，如果能够用演示实验导入本节

课，使学生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学习新的知识，让他们获取直观、

生动的感性认识，引导学生观察、思考和推理能力，将实验结果

上升到理论，则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在讲授光在气体中沿直线传

播的关系时，教师可以用香水喷雾器或者空气加湿器进行喷雾，

再用激光笔照射会很清晰的把光的传播路径给呈现出来从而引入

新课。

六、结语

演示实验虽比直接讲授法需要的时间多，但可以培养学生更

好的观察、思考和分析的综合能力，以及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和兴趣，这是其他教学方法不可替代的 . 如果能在物理课堂教学

中合理运用演示实验将使我们的物理课堂教学更形象直观，对我

们的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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