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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实验课高效教学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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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验探究是物理学习的重要方法，因此初中物理教学重视实验课指导。从初中物理实验课教学的重要性出

发，本研究先反思初中物理实验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从打造探究性学习环境、组织小组合作学习、渗透STEM教育理

念、运用信息技术、注重评价与反馈五个层面分析教学策略，意在构建高效实验课堂，促进学生物理核心素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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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mental inquiry i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physics learning, so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attaches 
importance to experimental course guidance. Starting from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physics experimental course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his study fi rst refl ects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physics experimental course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then analyzes teaching strategies from fi ve levels: creating an inquiry-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organizing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infi ltrating STEM education concepts,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ocusing on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aiming to 
build an effi  cient experimental classroom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physics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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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提出“强化学生的动手实验

操作，引导学生自主探究物理现象规律”[1]。物理课程指导

中实验课是重要教学环节，物理实验一方面是增强教学趣

味性的关键举措，另一方面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

段，因此初中物理教学必须重视实验教学模块。

当前，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现实情况不容乐观，仍存在

一些教学问题，实验教学意识有待加强、教师角色转变不

力、演示实验比重过大、实验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都比较

突出，导致物理实验教学成效不足。为提升初中物理实验

课教学成效，物理教师要及时改进物理教学方法，深刻认

识实验教学的价值，主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小组合作学

习方式、情境教学方法，打造优质的实验教学环境，为学

生提供锻炼动手实践能力、学科思维能力、探究能力、创

新能力的契机，帮助学生深化理解物理知识，促进学生物

理核心素养发展。

1　初中物理实验教学问题分析

1.1教学观念过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单一

深受应试教育观念影响，初中物理实验课堂中师生角

色定位不科学，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并未得到充分尊

重。而新课改要求以学生为本组织教学，改变灌输式教学

模式，重视学生的思维发展，衔接理论和实验教学环节，

但是传统初中物理课堂中教师仍习惯采用灌输式教学模

式，单向输出知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衔接不紧密，导

致学生在动手实践能力、学科思维、创新意识等方面发展

不力[2]。

1.2信息技术运用不到位，缺乏先进教学手段支持

现代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多媒体设备、网络

教学资源、先进教学技术在学科教学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一

定的应用经验，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空间广阔，可用于实验现象记录、实验数据收集与分析、

实验资源检索等多个环节[3]。然而，当前初中物理实验教学

中由于教师自身信息化教学能力不足，在实际教学中尚未

引入先进教学技术或者应用方法不当，导致信息化教学环

境的优势未得到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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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实验教学过程流于形式，实验反馈明显不足

常规教学流程下，物理知识讲解后开始组织学生做实

验，但是受限于课时安排、资源分配、教学指导等方面的

不利情况，初中物理实验教学效果不理想，教师可能急于

呈现实验结果，导致教学过程中反馈不足，学生无法将真

实的实验问题、结果充分反馈出来，理论学习和实验操作

之间无法形成良性循环。

2　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策略分析

2.1注重为学生打造探究性学习环境

2.1.1坚持问题导向

物理实验是学生验证理论、解决问题的工具，同时在

实验操作中积累相关经验便于后续解决同类问题中迁移运

用。为引导学生充分、有效地展开实验探究，我们可以尝

试利用问题导学方式激活学生的探究欲望，为学生指明实

验探究方向，避免实验探究目标偏离，具体教学中建议选

择生活化、趣味化的实例导出问题，驱动学生参与解决

实际问题的过程，发展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如“研究杠

杆平衡条件”实验探究中要求学生自主总结、归纳平衡条

件，以此为目标可以设计如下导学问题：

（1）假设实验装置中左边钩码作用于杠杆形成阻力，

弹簧测力计作用于杠杆形成动力，那么你们是否可以顺利

找到动力臂和阻力臂？

（2）杠杆保持平衡状态下，左右两边分别受力多少？

方向是怎样的？把相应数据记录在表格中。

（3）假设顺时针方向的杠杆左边悬挂两个 50 克的

钩码，此为动力。此时想要让杠杆处于平衡状态，则右

边弹簧测力计应该如何作用于杠杆？把相应数据记录在

表格中。

通过设计导学问题指明本次实验操作方向，帮助学生确

立实验操作目标，避免学生盲目实验而造成时间、资源的

浪费。

2.1.2组织类比实验

实验教学的核心是传授一般思想和方法，学生在完成目

标实验后要具备迁移一般思想和方法的能力，用类比的方

式设计和组织相关、相似实验，增强实验的探究性，体现

实验教学的独特价值。如“探究不同物质比热容的大小”

实验活动中把蒸馏水、墨水、酒精等液体作为扩展实验对

象，实验前利用微视频说明安全注意事项，然后设定实验

目标要求学生总结、归纳固体、液体的比热容，以及热容

实验在设备和操作上的异同点。

2.1.3引导逆向推理

“发现—提出假设—实施—得出结论”是常规实验教学

模式，多数学生也形成了“顺向操作”习惯，同时也导致

学生缺乏逆向思维。而其实实验教学还可以采用逆向推理

方式，展示某个实验现象或者给出结论，要求学生依托自

己已有经验分析原因并提出实验操作方法，通过反推结论

和逆向操作的方式增加实验探究难度，培养学生的逆向思

维和创新意识。

2.2注重彰显小组合作学习的价值

2.2.1把握合作学习内涵，强调有序、协调分工

新课改倡导运用小组合作学习方式，让学生充分展开

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活动，实现优势互补，最大限度消

除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初中物理合作实验中要求教师把

握合作学习内涵，主动转变角色，确保合作实验活动有序

展开，保证小组成员能够协调分工，提高实验活动效率。

如“探究影响摩擦力大小的因素”实验活动前遵循既定分

组原则将班级学生划分成不同实验小组，组内民主选拔组

长，商定成员的分工情况，给学生提供实验材料，并创设

实验情境引发学生讨论，之后鼓励各小组成员合作设计实

验方案，小组长结合本组实验方案为成员派分实验任务，

一般来说优等生承担领导、组织、监督、指导其他成员的

任务，中等生与学困生配合完成难度不同的实验操作和数

据记录任务，最后全员结合获得实验数据推理、总结实验

结论，各小组相互交流实验结果，即影响摩擦力大小的因

素，组间相互补充，最终归纳出答案，教师参考学生自主

实验的结论组织进一步的教学活动。

2.2.2彰显合作学习优势，简化实验操作过程

合作实验方式可以提高实验效率、简化实验过程，尤其

是一些较为复杂的实验，通过拆分实验任务，各小组展开

联合实验，实验后汇总数据、分析结果，节省实验时间，

提高实验资源利用率[4]。如探究“阿基米德原理”的实验

中，首先提出本次实验要探究的核心问题，即“影响浮

力大小的因素有哪些？”，学生通过猜想、推理给出不同

答案，包括液体密度、物体的体积与形状、物体浸入水中

的深度等因素，想要一一验证这些猜想，学生需要进行大

量的实验操作，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分组验证的方式减轻学

生的实验操作压力，节省实验时间。各小组接收不同的实

验任务后，组内协调分工完成实验任务，之后汇总实验数

据，总结实验结论。

2.3实验教学中渗透STEM教育理念

STEM教育理念强调跨学科教学，在学科融合视域下整合

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方式，开阔教学视野，引领学生多角

度、全方位学习学科知识，发展学生的综合素养，引领学

生全面发展[5]。

STEM教育理念集中强调了物理教学的实践特性，关注学

科融合背景下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发展，强调学科知识

在实际生活中的综合运用，此过程中发展和运用多学科思

维[6]。STEM教育理念契合新课标提出的“做中学”的教学要

求，主张为学生创设实践操作空间，鼓励学生手脑协调并

用，透过表象探究规律，感受实验操作的乐趣，在实践中

积累经验、发展操作技能。如学习“杠杆原理”知识后，

组织学生基于生活中常用的杆秤，模仿制作杆秤，并利用

自制杆秤完成物品称重任务，通过操作实验帮助学生直

接感知杠杆原理，提高学生的物理探究和实验操作能力。

再如“声现象”知识教学后设计“制作简易电话”的项目

任务，要求学生利用数学知识完成测量、画图任务，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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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选择电话线材料，利用科学知识提出增强简易电

话声音传播效果方案，鼓励学生对比分析不同材质“电话

线”的声音传播效果，最后给出选材方案。

2.4重视信息技术和物理实验的深度融合

传统实验教学模式下，初中物理实验教学受场地、器

械、时间等诸多因素限制，未能取得理想的实验教学效

果，初中生的物理核心素养发展受阻，综合能力提升缓

慢。信息化教学环境下，初中物理实验教学应该向现代信

息技术借力，积极融入科技元素，基于人工智能、大数

据、传感器等前沿科技成果推动实验教学创新。具体来

说，利用大数据技术搜集学情信息，精准把握学生的实验

学习需求，动态调整实验教学策略，及时点拨、启发学

生，还可以利用传感器将实验中接收的信息转化为信号或

其他形式的信息，利用装置的信息传输、储存、显示、

记录等功能记录实验过程，并通过自动化成像功能展示实

验结果、解释数据变化规律。如“探究水、松香的熔化

特点”实验中，录制实验过程并在反思环节通过暂停、慢

放、倒放、截图、放大等操作帮助学生回顾细节，帮助学

生及时发现实验操作中的问题，积累实验操作经验，提升

实验反思效果。

当然，还可以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再现当前条件下不能

演示和组织的实验，如“核裂变”“核聚变”等核子反应

过程。

2.5注重实验教学的评价与反馈

教学评价用于反馈、评估教学结果，教学评价作用于学

生目的在于促进其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对学生形成激励

作用，帮助他们客观认识和评价自我，同时对学生形成激

励作用，使他们建立学习信心，教学评价作用于教师目的

是反馈学情，驱动教师调整教学策略、完善教学设计、实

现专业发展[7]。传统初中物理实验教学评价模式单一，缺乏

层次性、全面性、针对性，无法彰显教学评价的功能和作

用，因此当前要重构教学评价模式。

首先，分层教学评价。尊重学生个体差异，教学评价

中考虑学生在学习基础、学习能力、学习态度等方面的差

异性，制定差异化评价标准，具体来说对同一实验小组中

的优等生、中等生、后进生展开分层评价，落实“因材施

教、因学定教”理念，强化教学评价的激励作用，鼓励和

引导学生自我完善、自我突破。

其次，全面教学评价。重视教学评价的深度和广度，针

对各个教学环节以及各个教学环节中学生在不同维度上的

表现展开全面评价。如“机械运动”实验活动中，针对实

验前、实验中、实验后三个阶段设定不同的评价内容，分

别评价学生在实验前的预习情况、习题检测结果，实验中

学生表现出来的学习态度、实验数据和现象记录情况、操

作规范程度、合作能力等，以及实验后获得的结论、反思

情况、课后活动情况等。

最后，定性和定量评价相结合。参考下表整理形成学生

的个人成长档案，与实验报告一起放入学生档案袋，作为

阶段性实验学习结果评价的参考资料。

实验探究 优秀 一般 薄弱

提问 是否善于提问

假设 假设方法合理

方案制定 自主设计能力

实验探究

操作意识

观察能力

数据分析能力

合作意识

结论

推理能力

表达能力

交流 分工能力

3　结语

新时期各学科教学标准、目标都发生改变，想要全面提

升教学活动质效，要求在学科教学观念与方法上进行适度

创新。当前阶段，初中物理实验教学效果并未达到理想状

态，实验教学理念滞后，实验教学模式单一，缺乏创新元

素，学生的实验学习兴趣不足，缺乏实验操作能力，学科

思维欠缺。

对此，要求初中物理教师能够主动分析新课标要求，明

确新时期初中物理实验教学标准，主动开发和利用多元教

学方法，整合信息技术资源，探索更符合学情的实验教学

方法，构建高效的实验教学模式，助推初中生发展物理核

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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