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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浅谈中职物理生活化系列案例教学方法的应用
李长兵

（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在中职物理教学过程中，针对中职生的特点，根据所

学的每一章节物理知识体系，选择与生活紧密联系的典型事例或

问题，由易而难，设计成一组连续的生活化教学案例系列进行教

学。吸引学生进入学习物理的氛围，把物理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

利用物理去探究，设计，解决生活难题，最终实现从物理走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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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物理是一门基础文化课，但对学习基础和能力

相对较弱的中职生来说，却显得很难学。要让他们学有所成，就

需要结合普通中职生以及物理课的特点，对中职物理教学进行改

革。

让中学物理生活化，并且在此基础上采用系列案列教学，应

该是一条很好的思路，中职物理生活化系列案列教学方法：寻找

生活中蕴含课程所需物理知识的典型事例，结合物理原有知识，

针对中职生的特点，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对物理的理解和应用，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应对物理知识体系，选择不同类型的案例，

循序渐进，整理形成固定的案列系列进行教学。中职物理生活化

系列案例：从生活走进物理，注重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

识背景出发，发现生活中的物理，寻找案例，放进课堂，增强学

习物理的兴趣，学好物理基础知识；继而发现物理中的生活，应

用物理知识探究和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常见问题，主动地去发现问

题，研究问题，在老师的指导和催促下，创新性的设计和解决问题，

在生活中形成对知识的突破。在应用生活化系列案列教学方法进

行教学时，要根据每一章节的物理知识体系，选择与生活紧密联

系的事例或问题，由易而难，设计成一组连续的生活化教学案例

系列进行教学。吸引学生进入学习物理的氛围，把物理知识运用

到生活中去，利用物理去探究，设计，解决生活难题，最终实现

从物理走向生活。

一﹑生活典型事列与知识有机的融合，发现生活中的物理，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这是物理生活化系列案列教学方法系列之一：利用生活中的

典型事列。设计简单的生活化教学案例，吸引学生进入学习物理

知识的氛围。职业学校学生的物理基础较差，学生自然不愿意去

主动学习，这样就会造成新旧知识之间的脱节，对更深层次的知

识也就没有兴趣。如何提高学生的兴趣？

理论表明：当所学的内容与熟悉的生活情景或感兴趣的知识

越贴近时，则学生学习的兴趣越浓，自动接纳的程度就越高。也

就需要老师根据所教的内容和问题，寻找生活中的典型事例，教

学生发掘生活中的物理，用生活中和所学知识有关的经验基础来

弥补。

教学过程中，在轻松的环境下，设计一个生活环境，引起学

生积极﹑健康的生活体验，直接演示或者动手实地操作。在生活

经验基础里了解知识基础，将物理和生活有机的结合，充分感觉

到处充满了物理，直接提高学习的积极性，使学习成为学生主动

进行的﹑快乐的事情。弥补学生新旧知识之间脱节造成难点，这

一类的案例，尽量用一些简单的教学案例，将学生感兴趣的现有

是例，设计编排成活动或者游戏案例进行教学。让绝大部分同学

共同参与，在活动和游戏中接受基础知识，从生活走进物理。

案例：在讲解力学的合力与分力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把学生

带到操场，分成三组，其中两组人数相等，且比第三组人多一些。

用两根绳子，让人数多的两组同学向两边用力拉，将另一根拴在

第一根绳子中间，由第三组同学向垂直于第一根绳子的方向用力

拉，通过改变人数较多的两组同学之间的夹角，同学们就发现两

队夹角越小就越容易把第三组同学拉动，同样当人数较多的两组

同学之间的夹角较大的时候，也很容易被第三组同学给拉动。这

样老师给予简单的引导，就很容易让同学们接受合力大小和分力

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问，在不能用杠杆的情况下，假设我

们要用一个比较小的力获得更大的力应该怎么办？比如说当汽车

陷入泥泞后我们要如何用一根长绳作为工具，再加上合力和分力

之间的关系，来解决问题。如此一来学生会很容易接受合力与分

力之间的关系，并对下面的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

二、生活应用对知识的加深，发现物理中的生活，提高学生

对知识的理解

这是物理生活化系列案例教学方法系列之二：收集整理一些

实际问题，设计成生活化教学案例，将物理知识应用到生活中去，

加深理解，解决问题。在学生将生活和知识有机的融合后，对学

习有了基本的动力，学习也就不再那么的困难。然而课堂上的观察、

讲解和实验能够向学生展示典型的物理现象毕竟有限，不可能把

所涉及到的物理现象都演示出来。这样我们可以通过让学生分组

讨论、总结，将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丰富多彩的物理现象作为感

性知识的来源，将生活经验进一步与物理知识联系。概括出一般

特点，找到普遍规律。

老师不仅要引导学生把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和经验上升为理性

知识，更要引导学生去发现物理中的生活，将物理知识运用到实

际生活中去。教师要贯彻“学以致用”的教学理念，把学生、物

理实验和综合实践融为一体，自主编创一些生活化例题，为学生

呈现物理知识在生活中的渗透，一步步引导学生结合生活经验来

解决物理问题。学生在求解生活化物理题目时，可以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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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搜集相关资料，会发现更多实际的用途，进一步激发学生

学习物理的兴趣，形成良性循环。这一类的案例，要以解决生活

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为主要内容，案例在设计的时候以讨论、操作

为主要形式。如果是二者的组合式案例就更好了，这样既可以在

讨论中加深理解，又可以在操作中进行应用检验。

案例：在讲解热学有关知识后，将学生分成小组，引导学生

讨论利用膨胀、热传递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和错误做法，并

进行操作检验。设计学生讨论：在用火对物体进行加热时，要用

火苗的外焰，不能压住火头，因为火苗的外焰温度高，可以使物

体加热的更快；煮熟后滚烫的鸡蛋，放入冷水中浸一会儿，容易

剥壳，且蛋白完好无损。虽然蛋壳和蛋白都会热胀冷缩，但是温

度剧烈变化时，瓶口处要留一层空气，因为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

可以良好的防止热量散失。

在讲完电学有关知识后，让同学分组讨论：人体触电是被电

荷给“吸”住了吗？如果不是，那为什么在触电后为何抽不开手？

没有工具时，要如何安全的徒手检测民用电漏电 ?

课堂上学生讨论得出：在一般情况正导线中、电器的正、负

电荷的电量是相等的，对外的静电作用是相互抵消。即使局部地

方偶尔出现少许正、负电荷不相等，其静电引力也不足以把人手

给“吸”住。对于后两个问题，学生查阅资料，得出结论：人触

电后手抽不回来，可用电流的生理效应来解释：触电时，都是手

的掌心或手指与掌心的同侧部位触电，刚触电时，手因条件反射

而弯曲，而弯曲的方向恰使手不自觉地握住了导线背面触电，对

一般的民用电，则不容易导致死亡。如果无验电笔，可以用食指

指甲一面去轻触用电器外壳。若漏电，则食指将因条件反射而弯

曲，弯曲的方向又恰是脱离用电器的方向。这样，触电时间很短，

不致有危险。当然，电压很高，这样做也会发生危险。

三、生活问题对知识的突破，走出物理书本知识，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

这是物理生活化系列案例教学方法系列之三：寻找生活中的

难题，设计生活化教学案例，指导学生利用所学物理知识和方法，

去探究、设计、解决生活难题。在学生将生活经验合理的运用到

对知识的加深理解后，学生就会更好地利用知识来为自己的生活

服务。但在运用的过程中，会碰到许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此时

老师要鼓励学生去主动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是突破

和创新的关键，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老师要将问题策

划成各种形式，给学生造疑，促使他们存疑、质疑，正确对待学

生在探索中片面、甚至是有些错误的意见和想法，克服喜欢循规

蹈矩、歧视思维怪异学生的倾向，鼓励学生发表新见解、新思路。

营造一个师生互相尊重、和谐的氛围，增强学生创新和突破欲望。

对于一些可行性较高的问题，则可以当做是教学项目，或者是课

题来研究，成立专门的课题兴趣小组。让学生利用学过的物理知

识，加上想象力、创造力和部分专业知识，结合现代化的一些手段，

在老师的指导和督促下，完成项目或者是解决某个课题，并将成

果应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这样就在生活中形成了对知识的突

破和创新，并且很可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学生很有成就感。

无形中激发了学生的潜能，学生也会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自信

心得到很大的提高，学生就有更大的兴趣去学习、去探索。真正

地让学生从物理走向生活。这一类案例，要以生活中的一些难题

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攻克难题为主。案例形式以探究、设计形为主，

而探究、设计的主题是学生。不管难题是否被攻克，对于学生来说，

都是一个突破。

案例：在电学中，同学们由电饭锅的保温状态，联想到生活

中电器的待机会浪费大量的能源后，得出要在用完电器后及时关

机，并拔掉插头，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后也有同学提出这样

的问题：有人习惯了让电器处在待机状态，想要改变他们的习惯

和意识很困难，这样浪费就在所难免了，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一番分组讨论后有人提出：可以对电器待机装置做个改进，

让电器在进入待机状态一定时间后，自动切断电源。这样就可以

有效的避免此问题。接着让同学们分组讨论，如何设计这样的装置。

过后学生提出了一些方案：可以向电脑一样，利用电子元件组合

成电路，当电器进入待机状态此电路开始工作并计时，到一定时

间后切断电源，并且从待机到切断电源的时间可设置。学生还提

出了其他的一些方案，同时也按照要求成立了兴趣小组，对此问

题进行研究、设计和实验，在生活中形成了对知识的突破。

四、结语

物理生活化系列案例教学方案，依托生活对知识的融合、理

解应用和突破。中职物理没有过高的应试要求，教师可以根据学

生的专业，有针对性的选择课本内容，结合目前中职学生的现状，

对中职物理进行生活化系列案例教学方法改革。可以组成团队，

分工合作，收集、整理一些典型的生活案例，形成对知识的加深。

而后用所学的知识，在鼓励学生对生活思考和探索，来解决生活

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在生活中形成对知识的突破和创新。在实

施物理生活化系列案例教学方法过程中，一定要与所学的物理知

识体系对应参照，按照结合生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应用生活，

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服务生活，形成对知识的突破的顺序，编排、

设计一组连续的生活化案例系列进行教学，真正实现“从生活走

进物理，从物理走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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