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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初中物理课堂教学中的“五到”
——以人教版《平面镜成像》为例

李群英

（中山市坦洲镇第三初级中学，广东 中山 528467）

摘要：“五到”是指眼到、耳到、口到、手到、心到，是学生融入物理课堂、学好物理知识、喜欢物理学科的一种体现。本文以人

教版八年级上册第四章第 3 节《平面镜成像》为例，探讨教师可以从哪些方面努力让学生在物理课堂教学中做到“五到”，从而让学生

学习物理达到“让学生通过学习和探索掌握物理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并能将其应用于实践，为以后的学习、生活打下基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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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是人类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物质、相互作

用和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它是人类技术进步的重要基础。但是

由于物理的“枯燥”“难学”让越来越多的学生“望而却步”。

尤其是高考改革后，选择学习物理的越来越少，如何激发学生学

习物理的兴趣，让学生感受到物理的有趣和有用是初中物理课堂

教学的目标。

“五到”是指眼到、耳到、口到、手到、心到，让学生在物

理课堂上能做到“五到”，是学生融入物理课堂、学好物理知识、

喜欢物理学科的一种体现。以下就以八年级上册第四章第3节《平

面镜成像》为例，探讨教师可以从哪些方面努力让学生在物理课

堂教学中做到“五到”，从而让学生学习物理达到“让学生通过

学习和探索掌握物理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并能将其应用于

实践，为以后的学习、生活打下基础。”的目的。

一、眼到

眼到是指学生要看到、想看、愿意一直看下去。学生上课眼

睛是最先接收到信息的，因此“目之所及”非常重要，能够演示

的要尽量演示，不能演示的用视频或者图片来展示，尽量选择学

生生活中的、身边的相关用品或者图片来呈现，让学生切实感受

物理来源于生活用语生活的特点。教师上课的 PPT 字体要工整、

字号要适度、颜色要有对比但不能太多、内容要精简有逻辑；板

书要简明扼要，对本节课的内容有概括总结作用。实验教学是物

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非常感兴趣的部分，教师的演

示实验学生虽然不一定直接参与其中，却是可以牢牢抓住学生眼

球的，它可以加深学生的体验，培养学生观察的习惯。因此，演

示实验必须要演示而且要到位，尽量易操作、现象明显、有趣、

有针对性。

例：演示实验一：小孔成像实验

自制暗箱，演示小孔成像，让学生感受小孔成像的实验原理，

像的放大与缩小、正立与倒立、虚与实，猜想将小孔替换成平面

镜又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演示实验二：平面镜成像特点猜想

选取一张高 50cm 宽 30cm 的玻璃，背面用一张黑色的卡纸遮

住，立于讲台之上，正前方放一根点燃的蜡烛，让同学们观察、讨论、

猜想平面镜成像的特点。

二、耳到

耳到是指学生要听到、想听、想往下听。学生上课听到的主

要来自于老师的声音，因此老师的语言就要表达清晰，创设的问

题具有启发性，方法与规律的总结要概括到位，话语要简洁明了、

直奔主题，如果能抑扬顿挫、适当的幽默感就更加吸引学生去聆听。

例：这只蜡烛很爱美，她要照着镜子打扮，大家看一看镜子

里的她是她吗？为什么？

怎么确定？（拿一只和她一模一样的和比她高的，一步步引

导大家怎么确定镜子里的她跟她自己一样大小）

三、口到

口到是学生要开口，愿意发表与所学知识点相扣的自己的观

点。这就意味着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听和看，不再是被动的学，而

是要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性，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了，进入到角

色中，能口头表达自己的观点，有初步的分析概括和信息交流能力。

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中要设置的问题要恰当，要有启发性、有层次，

带领学生一步步接近真相。

例：教师引导学生如何找出平面镜后面的像及其特点

师：如何验证你的猜想？

生：实验！

师：需要什么器材？

生：平面镜！

师：拿镜子来做什么？成谁的像？拿我们还需要？

生：一个物体！

师：一个物体有了，还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如何比较像

与物的大小？（教师手里再拿3个物体，其中一个相同，一个更大，

一个更小）

生：要两个完全一样的物体！

师：怎么比？（找个同学来比）怎么办？为什么找不到？不

透明，怎么才透明？

生：换成玻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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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撕下背后的贴纸）好了，给你们玻璃板，接下来怎么比？

怎么找到像的位置？（同学试）

生：移动，让他们重合！

师：找到后达到目的了吗？怎么记录？

生：在纸上标出位置！

师：对比小孔成像的特点（PPT），还需要做什么？

生：比较像距与物距的关系！

师：怎么比较？

生：用刻度尺测量！

师：那请每组同学利用你们桌面上的器材，找出平面镜成像

的特点是什么，请完成表格。

四、手到

手到是指学生要动手，能通过动手探究出相关的物理知识或

结论、规律。物理是一门注重实验的自然科学基础课程，此阶段

的物理课程应该注意让学生通过观察、操作、体验等方，经历科

学探究的过程。物理教学的方法之一就是“善于观察，勤于动手”，

因此动手也是学好物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学生的动手包括课堂上

的实验操作、课后的小制作和课堂练习的巩固。

课堂上的学生实验不能是简单的重复老师的实验，而是应该

引导学生去一步步经历“提出问题、猜想假设”、再通过实验、

观察现象来检验自己的猜想假设的过程。

例：通过小孔成像思考将小孔换成平面镜成像的特点（提出

问题）

通过大玻璃板前面摆放蜡烛，让同学们直观看到平面镜的像

（猜想假设）

引导同学们如何找出平面镜后的像（设计实验）

进行实验，观察收集数据（实验）

次数
物体到平面镜的

距离 /cm

像到平面镜的

距离 /cm

像与物的

大小关系

1

2

3

根据实验数据分析平面镜成像的特点（分析归纳）

除了课堂上的学生实验外，还要鼓励学生去做更多的小制作、

小探究，充分的体现物理“生活—物理—社会”的特点，让动手

探究不只是一种学习方法，更应该是一种科学精神。

例：查阅资料，动手做一个潜望镜

课堂练习是对物理知识的巩固与升华，适时的课堂练习可以

辅助学生了解物理结论与规律，并能加深对物理知识的理解与应

用，也能从中获得成功的喜悦。

例：小芳面向穿衣镜站在镜前 1m 处，镜中的像与她相距（）

m，若她原理平面镜后退 0.5m，则镜中的像与她相距（m），镜中

像的大小会改变吗？

五、心到

心到即心领神会，即是学生已对物理知识的理解，也是一节

课想要达到的最终效果。要学好物理便重在理解，如何让学生对

本节知识能够达到“理解”，除了要根据书本内容将本节知识传

授给学生之外，还需要教师对本章甚至是整个知识体系进行深入

的研究，去找出知识与知识间的联系，融会贯通，呈现一些有参

照的、有比较的、又比较系统的知识给学生。

例：为了让学生更有效地掌握光现象知识，将所有的光现象

知识形成系统，进行更有效地教学，本节课设计时以“小孔成像（光

沿直线传播）”引入，重点是平面镜成像特点（光的反射）的探

究过程，以“透镜成像（光的折射）”为悬疑结尾为主线进行教学；

本节课教师没有演示平面镜成像实验操作，而是一步步地引导学

生提出问题、猜想假设、去设计实验，然后再自行探究实验结果。

将光的三大现象，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反射和光的折射成像

串起来，让学生对整个光现象知识有系统的认识，对平面镜成像

的特点既“看见”又能“实验”出，且用到生活中去。

六、结语

从古代用于抵御外敌的防御工程万里长城，到现代死亡线路

变“天路”的青藏铁路、拉近两岸三地距离的“海上桥海中隧”

的港珠澳大桥，这些奇迹之所以能诞生，是因为有物理学知识和

工程师对物理知识的运用，可以说是物理学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它渗透到了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作为物理教师的我们不能让

学生对物理“望而却步”，不要因为“难”“难懂”而不学物理，

我们有责任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认真学好物理知识并培养

学生科学研究的物理精神，那就让我们从物理课堂教学的“五到”

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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