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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PPPS 模型梗概
BOPPPS 模型是加拿大教师技能培训机构提出的教学方法，

该模型由Bridge-in 导入（B）、Objective 或 Outcome 目标
（O）、Pre-assessment 前测（P）、Participatory Learn-
ing 参与式学习（P）、Post-assessment 后测（P）和Summary
小结（S ）六部分组成。

基于BOPPPS模型的向导性及学生参与性特点，设计出更有
意义的参与式的实验教学活动，激起学生学习的内驱力，主动
参与教学活动，在实验中理解和内化知识，实现实验课堂教学
效果最优化。

2  BOPPPS 模型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以人教版《物理(八年级上册)》第 5 章《透镜及其应用》

第1节的教学内容《透镜》[3]为例，阐述将BOPPPS 模型六个环
节嵌入到“透镜”实验课堂教学的过程。

2.1 导人（Bridge-in）
从生活入手，巧设情境，顺势发问，给予解决方法。教

师用多媒体逐渐呈现塑料膜做顶的堆柴屋、雨过天晴的正午和柴
屋里柴草突然着火等系列图片，并配以解说，顺势抛出问题

（同学们，是谁点燃了柴屋里的柴草？），让我们一起走进
《透镜》，找出真凶。该情境具有有趣、与学生认知有差异和
能让学生发问等特征，调动了学生获取新知识的欲望。

2.2 教学目标（Objective）
使用PPT课件呈现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即三维教学目标。知识

与技能目标：知道凸透镜和凹透镜的定义，并理解透镜对光的作
用。过程与方法：通过用太阳光测凸透镜焦距的方法，进行实验，
观察和归纳出透镜对光线的作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培
养学生爱护光学仪器设备的好习惯和践行“从生活走向物理，从
物理走向生活”的教育理念。

2.3前测（Pre-assessment）
前测主要是让学生预习教材，将不懂的内容记下，在小组中

讨论，完成导学案，展示学习成果（含存在的疑惑和问题）。
2.4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
参与式学习是核心，即通过设计“识、辨、画、探”四个参

与式实验教学活动，实现课程核心内容的交互式参与学习，完成
前测中存在的问题释疑和既定的目标。

识透镜：教师为学生准备好面镜和透镜实验器材，让学生将
其分开，并说说方法。通过观察和实验，同学们知道了面镜和透
镜的区别，面镜是反射镜，而透镜属于折射镜。

辨透镜：教师接着问，同学们辩出的透镜是一样的吗？学生
通过观看外形或用手摸，结合预习掌握的知识，很容易得出哪个
是凸透镜，哪个是凹透镜。教师又问：“请戴眼镜的学生分享一下
自己的眼镜是那种透镜？”随即又抛出如果某些精密仪器不能通
过摸的方法辨别，还能用什么方法呢？教师逐步引导学生在小组
内自主尝试实验，讨论归纳得出：“通过镜片“看”近处物体，像
是正立、放大的是凸透镜，像是正立、缩小的是凹透镜；让镜子
正对太阳光照射，在镜子另一侧放一张平行于透镜的白纸，得到
一个小亮点或光斑的中间比四周亮的镜子是凸透镜，反之是凹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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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现状，将BOPPPS模型的六个环节嵌入到“透镜”实验教学中，实现学生实验贯穿课堂且生
活化，激起学生学习的内驱力，主动参与教学活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实现“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生活”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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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从而总结出辨别透镜的三种方法：摸、看和照。
画透镜主光轴和光心：教师通过多媒体呈现用圆规和直尺画

透镜主光轴和光心的视频，同时要求学生跟着画，同时老师边指
导边讲解边演示。

探透镜：教师问透镜对光的作用相同吗？有怎样的作用？请
根据同学们生活经验及刚才做的实验进行初步判断？依据先前学
习经验，凹面镜对光线有会聚作用，凸面镜对光线有发散作用，学
生猜想凹面镜对光线有会聚作用，凸面镜对光线有发散作用；通
过“照”透镜实验，学生猜想：凸透镜对光线起会聚作用，而凹
透镜对光线起发散作用。教师随即提问那种猜想正确呢？学生异
口同声说，做实验验证。接下来，学生在教师的启发和指导下，用
激光笔照射凹透镜和凸透镜，分别探究“平行于主光轴的平行光
经过凸透镜或凹透镜后的光线传播方向如何变化?”、 “从焦点发
出的光经过凸透镜，光线如何变化? ”和“通过凸透镜或凹透镜
光心的光线传播方向如何变化”，同时画出对应的光路图后，随后
老师借助多媒体展示透镜对这三种光线的光路图。归纳得出凸透
镜对光线起会聚作用，凹透镜对光线起发散作用。

2.5后测（Post-assessment）
后测是指学习后，教师借助PPT向学生呈现遮住透镜的光路

图，让学生猜是凸透镜还是凹透镜，以掌握学生对教学重难点即
凸透镜对光的会聚作用，凹透镜对光的发散作用及正确做出光路
图的掌握情况。

2.6小结（Summary）
小结是引导学生回顾实验课堂、归纳和总结出凸透镜和凹透

镜的定义、辨别方法及光线通过透镜时的现象即透镜对光的作用，
同时回答情境创设中的问题即预防生活中透镜带来的危害。如用
塑料膜做顶的堆柴屋在雨过天晴的正午着火了，其防火真凶是塑
料薄膜顶棚的积水和阳光，是因为堆柴屋顶积水形成了一个中间
厚、边缘薄的水凸透镜，它对光线有会聚作用，当正午的太阳光
竖直向下照射时，在柴草堆上将太阳光会聚成面积小、温度高的
点，引燃柴草而失火。再如矿泉水瓶引发的森林火灾……

上述则是将BOPPPS模型的六个环节嵌入到“透镜”实验课堂
教学中，通过精心设计“识、辨、画、探、猜和防”六个参与式
实验活动，且实验活动具有实验素材生活化、实验设计问题化、实
验手段信息化等特点，将抽象的物理知识具体化、生活化，激起
了学生学习的内驱力和探索欲，主动参与实验课堂活动，提高了
课堂教学质量，是一种有效的实验教学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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