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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新视域下初中物理实验创新研究
——焦耳定律

舒胜平

建始县红岩寺镇中学，中国·湖北　建始　445307

【摘　要】要想提高物理实验教学的趣味性、互动性与针对性，解决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教学限制，就需要创新实验教

学模式，吸引学生主动探究。本文在分析教学新视域下初中物理实验教学要点的基础上，从数字化工具、生活化实验、项

目式学习的角度提出创新实验的教学策略，以希望帮助有关教师丰富实验教学路径，培养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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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指出，基于

核心素养的导向，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与学科探究能力，

是落实学生素养培养的关键点[1]。实验作为物理教学的基

本手段，让学生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物理

的概念与规律，从而掌握正确的理论，帮助学生领会物理

知识，从而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因此，新课标背景下如

何实现初中物理教学提质增效，则需要教师把握教学新方

向，把握好教学重点，实现针对性地教学。

1　教学新视域下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要点

1.1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明确教学要点

教学新视域下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开展应当紧跟核心素

养目标，以培养学生的物理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

科学态度与责任为目标，做好各个阶段的教学设置[2]。在初

中物理实验教学环节，教师不仅需要关注实验的可操作性

与观察性，还需要融入物理概念，以加深学生的理解与掌

握，从而提高学生的能力。如“焦耳定律”作为初中物理

阶段重要的学习内容，其实验教学的核心点在于让学生通

过实验观察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热量的现象，进而思考热量

与电流、电阻与时间的关系，从而引导学生分析焦耳定律

的本质，从而扎实掌握知识。因此，在教学实验阶段，教

师把握好学生的需求，围绕核心素养展开教学是必要的。

1.2创新实验教学模式，优化学习场景

教学新视域下教师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桎梏，改变传

统的单项学习模式，以更多元化的教学手段，打造沉浸式

的实验场景，让学生在沉浸式实验场景中主动学习探究。

根据当前的教学策略，教师可以“情境+问题+探究”的教

学链展开实验设计，让学生在生活情境、真实问题、实验

探究的基础上学习和掌握物理知识。也可以借助数字化工

具、项目式学习、任务驱动教学等不同的教学策略，设计

不同的实验教学，从而让学生在趣味性、互动性、针对性

强的实验教学模式下体会物理知识的应用价值，从而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3]。

1.3整合物理实验资源，扩宽学生探究维度

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开展需要选择合适的实验资源作为

支撑，教师也需要打破传统教材实验的限制，从生活化资

源中挖掘实验材料，从而拓宽教学实验的深度与广度[4]。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挖掘本土特色资源或者是废旧材料等进

行实验，比如利用身边的废旧电阻丝、温度计等器材设计

实验，探究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与电流大小、电阻大

小及通电时间的关系。这样的实验设计不仅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还能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同时，

教师还可以结合网络资源，引入一些先进的物理实验仪器

和技术，如数字化实验室、虚拟仿真实验等，让学生在虚

拟环境中进行实验操作。

2　教学新视域初中物理实验创新路径——以“焦耳定

律”为例

2.1基于数字化工具的实验创新

“焦耳定律”作为初中物理学习阶段的重要知识点，以

传统的教材实验开展教学相对局限。随着数字化工具的发

展，其为初中物理实验创新教学提供了新的方向。“焦耳

定律”实验教学的重点在于理解 的核心概念，让

学生在实验探究的过程中了解电流 I 、电阻 R 、时间 t 对
导体产生热量的影响，引导学生利用数字化工具测量导体

产生的热量，进而理解和掌握知识。

教学前，教师准备好数字化工具，包括电流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数据采集器、计算机，分别准备一个 Ω5 、

的定值电阻，以及电源、开关、导线、绝缘

手套等实验材料。教学前，教师借助“国家中小学智慧教

育平台”中关于“焦耳定律”的实验探究内容，即实验探

究——电流通过导体时产生的热量跟电阻的定量关系，导

入视频微课，并联合生活中的例子，包括手机充电为什么

发烫？电火炉通电后为什么会发热？在微课+生活问题情

境的引导下，引出“焦耳定律”的探究实验。之后，教师

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后提出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可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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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的大小、电阻的大小和通电时间有关的实验猜想，从

而展开实验探究。在数字化工具的实验下，教师引导学生

设计实验，根据提供的实验材料，以温度传感器测量导体

的温度变化来反映导体的热量变化，以电流传感器测量通

过导体的电流变化，从而采集电流与温度数据，在计算机

上显示结果。随后，教师让学生分组完成实验组装，串联

定值电阻、电流传感器、开关和电源，将温度传感器与定

值电阻连接完成实验设计。随后，按照电流、电阻、通电

时间的变量，依次进行实验探究记录实验结果。学生则根

据计算机收集数据，借助数据分析软件生成温度-时间、

温度-电流的变化图，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后，在电阻与

通电时间一致的情况下，通过的电流越大，产生的热量

也就越多。最后，教师总结焦耳定律的内容，让学生发现

的规律。

2.2基于生活化实验的创新应用

教学与生活密不可分，教学中教师把握好生活与教学

的关系，引入生活中的素材进行实验教学，设计生活化实

验，也将帮助学生从生活视角下了解“焦耳定律”的应用

价值。骄傲学前，教师让学生自主准备两节电池、两个小

灯泡；教师在实验室中提前准备好 Ω5 、 的电阻丝、

电路包、电压表、开关、导线、透明塑料盒、温度计、铅

笔芯、绝缘胶带、秒表、食用油等，做好生活化实验教学

的准备。

实验正式开始前，教师播放“电饭煲煮饭”“电热水壶

烧水”的动态视频，让学生思考当电流通过电饭煲、电热

水壶等导体时，这些导体为什么会发热？在这一问题的导

向下，教师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当电流通过导体发热时，

电流、电阻的大小以及通电时间是否会影响这些家电产生

的热量？学生分组讨论后指出：电流越大，热量越多；电

阻越大；热量越多；时间越长，热量越多三种不同的假

设。教师则引导学生根据控制变量法的思路，设计两种不

同方案的实验。方案一：学生将小灯泡与 Ω5 、 的

电阻丝、串联，放置于同一电流中，通过观察小灯泡的亮

度，确定不同电阻丝产生热量的多少。产生的热量越多，

对应小灯泡的亮度越亮。方案二：准备好两个透明的塑料

盒，盒中均装入相同质量的食用油，插入 Ω5 、 的电

阻丝，使用温度计测量插入不同电阻丝后产生的温度，根

据温度计显示的温度示数，若温度示数越大，表明产生的

热量越多。教师组织学生依次进行两组实验，记录结果发

现，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的热量跟电流的二次方成正比，跟

导体的电阻成正比，跟通电时间成正比，带领学生进一步

巩固焦耳定律的核心内容。

2.3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实验设计

项目式学习的核心在于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探究，

这也符合实验教学的基本需要。初中生本身对物理现象就

带着一定的好奇心，这也为项目式学习的开展奠定了良好

基础。因此，从项目式学习的角度优化改进初中物理实验

教学，将丰富教学的针对性、互动性与趣味性。在“焦耳

定律”的学习中，为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

的核心内容，让学生感受实验的乐趣，教师在课前环节提

出“探究生活中的电热现象”的主题，让学生思考一下如

何用“焦耳定律”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何优化电

热水袋的加热效率？

随后，教师针对各组发放调研手册，让学生完成电热

水袋加热效率的调查，根据调研结果在课堂上汇报，总结

学生发现的问题有电阻材料、电流、加热时间、散热结构

等均可能影响电热水袋的加热效率，帮助学生进一步明确

的理论支撑。随后，根据电阻材料、电流、加热

时间、散热结构四个要素，教师让学生根据自己想探究的

因素选择一个进行探究，从而开展电阻实验、电流试验、

散热试验等。各小组在驱动因素下，设计完成实验方案，

包括镍铬合金丝接入电路后在煤油环境中的温度变化；镍

铬合金丝接入电路后发现电流与加热时间的变化；羊毛保

温套、塑料套实验环境下的温度变化等，依次展开实验探

究收集实验数据，从而强调焦耳定律在电器设计中的实际

应用价值。

3　总结

综上，“焦耳定律”实验教学的创新，在教材实验的支

撑下以数字化工具、生活化实验素材以及项目式学习等多

种方式展开，有助于优化实验教学模式，提高实验教学的

吸引力，进而提高初中物理实验教学质量，真正实现教学

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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