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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生活化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陈舒欣

（蚌埠第六中学，安徽 蚌埠市 233000）

摘要：生活教育理念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主流教育理念之一。生活化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课堂教学与

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本文对初中物理教学中，生活化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策略展开积极探索，以期为广大同仁

实施生活化物理教学提供借鉴或参考，推动物理教学高质、高效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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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发生活化教学素材，优化新课导入

初中物理教学中生活化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教师可从新

课导入环节入手，将生活化教学素材自然应用于物理课堂教学，

利用生活化教学素材将学生引导至物理学习情境。因此，在新课

导入环境，教师可通过转变教学思路、教材内容重组等方式，将

生活化素材融入物理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在熟悉的生活化情境中，

顺利导入教学，促进学生物理思维的连贯性。

例如，在教学《惯性》的相关知识时，教师便可通过列举学

生在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事物来帮助学生理解“惯性”的概念，

如借助多媒体设备动态演示公交车刹车、跳远运动员助跑、投掷

铅球等动作，通过生活化教学素材引导学生探究、思考物理知识。

二、创设生活化情境，吸引学生注意力

良好的教学情境，能够有效吸引学生注意力，引导学生快速

投入学习状态。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情境教学是教师们普遍青睐

的教学方法，通过创设生活化情境能够促使学生在物理学习中感

受更多乐趣。生活化情境的创设是以现实生活中具有教学价值的

元素、场景等素材在物理课堂教学中的投影与重现，在生活化学

习情境中，学生不仅能够更加全面、透彻地理解、掌握物理知识，

还可了解物理知识的实际运用方式。因此，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创

设情境时，教师可基于教材内容，结合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创设

生活化物理教学情境，以持续性吸引学生课堂注意力。

以《噪音的危害和控制》这一部分的教学为例，教师便可开

发、利用丰富的生活素材为学生创设相应情境。首先，教师可通

过日常观察以及师生交流，了解不同学生的兴趣爱好，在课堂中

播放一首初中阶段学生喜欢的流行音乐，并询问学生的聆听感受；

然后，教师再播放提前收集、准备生活中会让人觉得“刺耳”的

声音，比如电钻的声音、石头划过铁板的声音、拖动桌椅的声音

等，并让学生对比悦耳的音乐以及刺耳的声音带给自己的不同感

受；最后，学生发言结束后，教师可从物理理论的角度引导学生

认识不同声音的声波图形，为学生讲解声音振动的强度大小、规

则性等基础知识。学生在聆听体验中，通过对声音相关知识的深

入思考，对这部分知识内容的理解、记忆自然也更加深刻。此外，

相关理论知识讲解结束后，教师还可引导、启发学生列举一些生

活中存在的其他事例，并带领学生一同分析各类声音的振动规律，

从而帮助学生巩固课堂所学知识。

三、开展生活化实验，激发学习动力

物理课程是一门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性学科。初中

阶段的物理知识不仅包括基础理论知识，同时还涉及到诸多的物

理实验。教师同样也可将生活化教学理念应用于物理实验教学，

引导学生通过各种生活化的小实验，掌握相应的物理原理，如此

不仅能够有效降低物理实验教学的难度，还可使得实验教学更具

趣味性，促使学生在生活化的物理实验中，认识到物理知识与现

实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激发学生对物理学习的积极性，提

升物理实验教学整体效率与质量。

以《大气压强》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为例，教师便可利用“鸡

蛋”这一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材开展实验教学，让学生通过生活

化实验感受到大气压强就在我们身边。教师应提前准备一个去皮

的熟鸡蛋和一个口径比鸡蛋略窄的玻璃瓶。在实验操作过程中，

教师先向瓶中倒入适量热水，然后将鸡蛋放置于瓶口处，在大气

压强的作用下，鸡蛋就会被吸入瓶中。通过这样新奇有趣的小实验，

能够快速吸引学生对物理实验的探究热情，从而以更加积极的态

度参与到实验教学中。

四、布置生活化作业，鼓励学生主动探究

课后作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一，学生通过完成课后作业，

能够有效巩固、记忆课上所学知识。教师也可根据学生课后作业

完成情况了解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掌握程度，从而提升物

理教学的针对性。其二，通过布置课后作业，有效拓展、延伸课

堂教学内容。学生可以在课后探索过程中，掌握更多新知识，拓

展物理学习视野。其三，通过布置课后作业，可引导学生预习、

了解新知识，为新课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与此同时，教师在布

置课后作业时，也应引导学生从生活实际出发，提升课后作业的

趣味性，将学生从繁重、枯燥的课后作业中解脱出来。

例如，在《质量与密度》这部分内容课堂讲解完成后，学生

已经对质量、密度等基本概念有了一定的了解。教师便可为学生

布置如下课后作业：测量家中土豆、苹果等蔬果的质量，并将测

量数据进行对比，分析质量、密度以及体积三者之间得相互关系。

学生通过动手操作，亲历实验过程，能够进一步感受生活中的实

际案例与物理知识之间得相互联系，减少对课后作业的抵触心理，

从而提升学习效率。

五、结语

综上所述，生活化教学资源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开发、应用，

教师可通过开发生活化教学素材、创设生活化情境、开展生活化

实验以及布置生活化作业等方式，帮助学生认识物理知识在现实

生活中不同存在形式，从而促使学生学会在现实生活中观察、探

究物理现象与规律，从而逐渐养成良好的物理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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