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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些物理教师因某些教学方式偏离了初中物理教育的本源，

而对当前物理教学感到迷茫。物理教学应当"探物明理逐本溯源
"，从培养核心素养的要求出发，积极探索，寻找前行路上的亮光。
我在实践中带领学生触摸见理、表达明理、应用悟理，取得了一
定的效果，谨以提炼自己的教学主张。

1　从教育方针寻找本真
在2014年第30个教师节前夕，国家领导人考察北京师范大

学时曾发表重要讲话，勉励广大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我们要做“四有好老
师”，就必须把对学生的满腔热爱辐射到平常的行动中，扶正自己
的理想信念，为党育才、为国育才，在教育实践中让自己的学识
和智慧发挥效能，逐步生长成为独有的教学思想和风格。

“爱学生”需要教师首先爱自己、爱自己的事业，所谓
爱岗敬业、教书育人，教师往往主要从事性质较为单一的工作——
教书育人，教师应该爱惜自己的生活，让其具有生命的意义，也就
应该通过育人的活动，从孩子们的变化和反应中获得幸福和成就。
于是，我认为，孩子快乐，则教师快乐；孩子成长，则教师成长。

所以，我是一位初中物理教师，我感觉到教师的智慧应该
浓缩到更好地让孩子成长之中，物理教师就应该尽心尽力提高学
生的科学素养。

2　由初心思考教学主张
我在思考，物理教师应该如何更好地让孩子成长?
从事物理教学的人都有爱物理的初心。物理学科有它独特的

内涵和特别的魅力。简单地理解，物理学科是讲述事物的道理。物
理学科是在不断认识自然和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发现事物中的

“秘密”，通过掌握其中的规律和道理，去改造我们的世界，进而
更好地更加广泛地掌握我们的世界。

初中物理学科是学生真正认识自然的起步，它最为重要的研
究手段是观察和实验，如今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合作探究。

回顾自己从教过程中的一点一滴，自认为是能够明辨一些事
理了，也在私下自信地认为有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可是，自己的
教学思想目前仍然游离在愤悱之间，似曾相识，却又说不明白[1]。

作为一名教研工作者，要带领区域内的同事们搞好教学工
作，怎么能没有自己的教学主张呢？遥想梁山众英雄纷纷聚于山
东水泊，是因为宋江竖起“替天行道”的大旗，那时的英雄们行
事便有了思量和章法。

潜心提炼自己的经验，仔细思考学科的特色，我想到了
“触摸悟理”。

3　提炼我的教学主张
我的主张到底对不对、行不行？我必须先厘清需要怎样去

做，这样做是否符合一般的教育常识和人的身心发展规律。然
后，再带领大家去实践，让实际工作来检验它。

根据我对基础物理学科的理解，我认为特别需要“触摸
悟理”。

触摸悟理：寻找我的初中物理教学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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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初中物理；教学；触摸悟理

首先，触摸实物，以触摸获取信息。皮肤所及，握在手上，迟
在咫尺；用眼睛看，目光所及，视觉感知；双耳聆听，声聪所及，
音信接收。在充分接收、补充和激活经验的积累中，进行感知，形
成初步的感性认识，有了第一手物语记忆。便于学生在感知的基
础上形成新的认识，产生顿悟。

可以说，触摸实物完成了第一手信息的获取，把人与物联
系起来，让学生获得充分的感知成为可能。

其次，触摸话匣，让学生表达思想。有了物的质感、刺
激，就有联想和思考，给学生拧开关的机会和勇气，话匣子就可
以打开，同学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用心灵去碰撞，点燃大脑，所
思所想，交流分享，解惑答疑，产生问题。

教师触摸学生的话匣，可让学生通过交流丰富彼此的感知，
弥补其经验，促进交流与倾听，使思维动起来，启动真正的学习活动。

第三，触摸记忆，让学生内化认识。在运用时表达依据什
么的记忆来分析判断的，在应用中启用记忆的已有认识。而且，要
让学生积极主动进行深度的学习，就很有必要提醒学生在会话时，
表明是受“课文或材料中哪些话语”的启示，要发言的；受“自己
原来哪个记忆”的启发，产生的想法是……受“同学先前哪句话”
的启发，想说……这些会话中强调受什么的启发，就是要求学生触
摸记忆，从而建立关联性的交流与倾听，实现有深度的思考和学习。

第四，玩中学，用中悟。
在实际总是情境的导引下，学生分析获取信息，联系相关

的物理知识，运用必要的物理素养，去思考、去解决总是，在引
导学生运用所学的过程中，教师也获得反馈和促进，进一步思考
如何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和运用知识，达到了学思并重、教学相
长的良好效果。

然而，选择怎样的情境，设置什么样的问题，是对教师的
智慧考验。

近年来，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作为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
途径，越来越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教学过程应该是促进
学生"自我发展"的变化过程。教学过程只有通过学习者本身的
积极参与、内化、吸收才能实现。因此学生能否主动地参与成为
教学成败的关键。

前行的路上需要有人淌路，需要选定召唤前进的灯塔。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就是最明亮的灯塔。朝着灯塔的方向摸索前行，
有别人的路可以借鉴，有一些路径需要我们去选择。

对于孩子来说，触摸他们心中那些朦胧地带，从学生有一
定经验和了解的生活情境或科技事物出发，围绕学科的核心知识
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科学态度与责任这些方面，开
发设计适当的问题，让学生真正实现在用中悟，在用中成长。

我们现在开发的应用类问题，应该尽量考虑学生的兴趣和年
龄特征，减少常规的纯知识性文字味道偏强的题目，多一些创
新和变换，让应用改头换面，让运用丰富多彩。

比如，有这样一些设想。
第一类，安排锚定相应知识的适合的小实验、小制作。



    239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第二类，利用鲜活的图片、漫画为素材，编制像绘本一样
时尚前卫应用思考内容，让学生在读图、玩漫画的过程中，动
脑筋，利用所学和思维能力寻求解答。

第三类，学后讲故事，讲一讲“来看看我的‘玩具’”，
把学生自己玩的学具分享给大家听。

第四类，家庭小侦探，侦查学校、家庭中的有违物理规
律和常识的现象，完成自己的“侦破”记录。

第五类，问题“漂流瓶”，把自己学习中的困难或疑问写
下来，写在纸条上放到求助箱中，或者做成“漂流瓶”挂到
问题树上，等待同学来解答，一起探讨。

第六类，研究性学习，以目标、计划、方案、实施、总
结和评价等环节，自主进行深度学习。

……
让师生在积极、热情的生态学习场景中，充分参与、经历

学习活动，一起发现，一起生长。
4　实践我的教学主张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在头脑中思考教学

主张，是苍白无力的，我必须准备充足的实验方案，向同事们解
释我的教学主张和操作意图，尽量得到一些较为认同的教师一起
跟着进行实践，在与学生的相处中，让这些主张落地生根，得到
生长的机会，也好进一步进行修改完善，希望真正能够指导平常
的教学，直到应有的作用[2]。

下面分享一个教学案例：关于热现象《第一节 物态变化
温度》的教学设计。

在上课前准备充足的学习器材，让学生触摸实物，在增加
充分感知的情况下，引导学生围绕目标方向进行交流，再引导
学习领悟温度和物质状态变化的知识。

4.1重要策略
首先将铁钉、冰糖晶体、饮料、牛奶、气球等实物展示

给学生看，由学生分类，在交流的基础上，建立关于物质三种
状态的认识。

观察蔗糖晶体、冰块，分别用相同的烧杯取差不多的蔗
糖、冰块颗粒，观察用酒精灯加热蔗糖使其变成液体的现象，
给每天位学生分发一粒冰，让他们感受状态的变化，进而引导
学生交流物质状态发生改变与温度有关的体验。

第三个实物体验活动，可以安排学生摸长时间放在教室中的
铁块、木块和泡沫塑料块，感觉一下它们的温度是否相同。再
请一位学生朦上眼将双手分别伸入一大杯冷水和热水中，停留几
分钟后，让其用手分别感受同一杯温水（不告知是否同一
杯），请他告诉大家感觉到的温度状况。这样意外的实事，可
让学生有话可说，进一步感悟到测量温度的必要性。

第四个内容，是安排学生实际观察常用温度计，通过自学
交流，倾听别人的发言，借助实物的感性了解和别人的分享信息，
以及课文的阅读内容，学生就能够学到温度计的相关知识了。

在本节学习的最后阶段，安排以下及时巩固与应用的训练，
促进学生实现学习目标。

4.2课堂练习
（1）观察下列物品，在生活中当你触及它们时关于冷热程

度有什么感觉？试分别进行描述。

（1 ）某寒暑表如图所示。观察可知，它的量程为：

，分度值为：＿＿＿＿，读数是＿＿＿＿。

（3 ）下列几种情形是同学们在测量液体温度过程中的记
录。请分别说明四个图中的操作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要指出
问题，如果是正确的就提示此环节需要注意的细节。

（4）普通情况下，水会发生哪些状态变化？试举例说明。
（5）气体通常看不见摸不着，你是通过什么方式确定有气

态水存在的？
（6）在学习和生活中，你还有什么关于温度和物态的疑

问，提供给大家一起来思考解决。
4.3课堂练习参考答案

（1）冰  冷  热  烫    ；（2）-20～50℃  1℃  23℃
；（3 ）甲：不正确，温度计玻璃泡接触了容器底；乙：不
正确，温度计玻璃泡没有放入液体中；丙：不正确，视线没
与温度计液面相平；丁：正确，注意温度计停留在液体中，观
察时移动头部让视线正对温度计液面；（4 ）如：冬季降霜、
下雪是凝华，冻衣服变干是升华，冰雪消融是熔化，地上水变
干是蒸发，夜间结露是液化，等等；（5 ）合理均可，如：
向玻璃哈气，聚积多了出现水，说明哈出的气体中有水蒸气。

另外，还可以根据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布置个性化的拓
展训练，触动更多的学习发展。

4.4案例点评
在学习阶段，先由实物吸引学生的兴趣与热情，在触摸

实物的基础上，展开语言交流，激活生活经验，丰富充实学生
的感知，在分享与讨论中留下记忆，获得关于温度和物态等基
本观念。在课堂练习阶段，先通过几种常见物品，触摸到冷、
热、烫等记忆，让学生可以运用温度的概念来认识接触到的事
物；再由寒暑表和温度计使用的示意图，观察基本工具的常
识，及时运用学习的使用规则，在应用中得以熟悉领会。最后
的小问题，建立学生之间互学的话题，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运
用思维和所学知识，达到及时提升和拓展的目的。

总之，通过带领学生触摸实物、触摸话匣、触摸记忆、在
用中悟，完成对物理事物的认知和意义建构。

甲 乙 丙 丁

①雪糕：＿＿＿＿ ②铁块：＿＿＿＿③兑好的洗脸水：＿＿＿＿ ④刚泡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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