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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减负增效，科学备考的实践”——以压强复习为例
袁　佳

（珠海市香洲区第五中学，广东 珠海 519000）

摘要：减负与增效，是联系在一起，相辅相成，实现了增效，同时也实现了减负。教师只有在科学备考，精准复习，在教学进度内

达到教学目的，才能避免出现复习某章节知识之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仍然不达标，需要重复讲授该知识和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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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以上主题，避免复习课出现重新讲课，海量训练，枯

燥乏味等情况。在物理中考第一轮复习中，要注重概念教学的落实，

让学生掌握好物理概念，能够区分不同物理量之间的区别。并且，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在课堂上的实验再现，帮助学

生回顾实验现象的同时，也能让学生再次快速经历实验结论的推

导，在帮助学生正确掌握概念的前提下，学生能够构建知识网络，

启发学生的思维。

在第一轮复习中，我制定的备考策略是，基于能力培养，以

实验为脉的进阶复习。下面我将以压强复习第一课时为例，描述

我的一些实践：

一、准确把脉，对症下药

在熟悉考纲要求的基础上，要对学生对相关章节的知识掌握

情况进行摸底，明确知道学生在某知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有针

对性的解决问题。

（一）明确考纲要求，设计教学目标

对于固体压强，液体压强这两块知识的要求是：1. 理解压力

压强，2.压强公式的简单计算；3.认识增大压强，减小压强的方法；

4. 探究液体压强与哪些因素有关。

（二）学情检测

在压强复习课的前一天，布置学生完成中考总复习中的 4 道

习题。检测学生对于两道压强实验习题的掌握程度和固体液体压

力压强的计算。

在作业批改中，发现以下情况：对于判断在生活中的一些例

子，压强是增大还是减小，95% 学生都能选择正确答案。但是，

在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的影响因素”实验的习题中，反映出大

部分学生会混淆质量、重力、压力这几个概念；将现象和结论混淆；

对于压强的概念，和压强公式的推导存在困惑。大部分学生能知

道在液体压强的大小与液体密度有关，但是会混淆深度和高度两

个概念，在探究液体压强的大小与液体密度有关的实验操作中，

会忽略实验操作中要控制不同液体的深度相同。

二、落实概念，打下基础

物理概念是物理教学的核心环节，学生的很多障碍往往来自

于对物理概念的混淆和模糊认识。所以，在第一轮复习中，针对

于学生容易混淆和模糊认识的物理概念，要重点突破，设置不同

的情境，通过对比分析，针对性提问，归纳总结的方式帮助学生

达到对物理概念的理解。

在压强复习第一课时中，（探究固体压强与液体压强），学

生容易混淆的几个概念，压力与重力，压力与压力的作用效果，

深度与高度，学生认为受力面积就是物块的面积。这几个概念的

混淆，就导致学生学情前测中的实验题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所以，

要实现高效的复习课堂，在课堂中能解决学生的问题，并帮之形

成正确的知识网络，需要落实这几个概念的正确认识 - 压力，受

力面积，压力的作用效果，以及深度。

以让学生会区分压力和重力的片断教学中为例；课堂上采取，

如图 1，通过物块在三个不同的情境中，从力的三要素出发，启

发学生对比，分析压力和重力在三个要素中的不同之处，从而归纳、

分析出两者的作用点，方向和大小都是不同的，并且能够归纳出

压力和重力在一个情境中是有联系的，那就是在水平面上，压力

的大小等于重力的大小，也为后面的压强计算奠定基础。学生能

够掌握好这两个概念，不仅可以为后面的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实

验打好坚实的基础，还能有助于压强公式的推导和应用，让学生

将知识系统化，网络化。

图 1

三、实验为脉，梳理知识

在此复习课中，是沿着 1. 探究压力的作用效果是否与压力和

受力面积有关；2. 探究液体内部压强的大小是否与方向，深度和

液体的密度有关，两条实验为主线展开复习。之所以以实验为脉

来展开知识梳理，因为物理是一门以基础的学科，通过实验，建

立物理概念和规律，并将规律应用在生活中。以实验主线复习来

展开复习，既能拓展学生的思维，又可以达到学生建立物理规律，

使之知识网络化，系统化。

这是一堂复习课，此实验在之前的新授课中已经演示或者分

组探究，如何做到精准复习，关键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

参与到实验设计中，帮助学生梳理实验原理。在探究压力的作用

效果是否与压力和受力面积有关的实验中，课堂的前半段已经复

习了压力，受力面积和压力的作用效果三个概念，回归课本实验，

通过启发提问：压力的作用效果可以怎样反映？帮助学生归纳得

出只要是容易受力容易凹陷的物体就可以达到效果，就如课本选

择的海绵。再通过启发学生如何改变变量（压力和受力面积）-

横竖放置物块，增加一两块物块。学生对实验原理已经更有深刻

的认识，已经能设计出实验方案后，引导学生通过课本图片的两

两对比，学生梳理实验现象，总结出压力的作用效果与压力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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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面积有关，从而让学生推导实验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让学

生真正掌握此实验探究设计的方法，区分好实验的现象和结论，

落实好压强的概念。此实验的复习能够为学生识别日常生活增大

压强和减小压强的方法提供坚实的理论知识，还让学生真正认识

压强公式是
S

F
P = ，而不是

S

P
F = 。

第二条主线，是围绕探究液体内部压强的大小是否与方向，

深度和液体的密度有关。在这个探究实验的教学中，实验片段教

学的还原或实验操作视频的微课再现，来让学生掌握好此实验。

液体压强的大小如何反映，通过课堂再现液体压强计，学生

能快速复习液体压强大小是通过观察液体压强计的液柱差。

在探究液体内部压强的大小是否与深度有关，可以采用学生

现场演示，因为此实验探究，操作简单，耗时端，现象清晰明显，

学生参与其中，短短一分钟不到，却起到活跃气氛，实验现象再

现的良好效果。

在探究液体内部压强的大小是否与液体密度有关，可以再现

课堂实验片段教学。通过习题启发学生思考此探究实验的设计：例：

为了探究液体压强与液体密度有关，将探头放入水和盐水中，然

后                    ，及时比较每次对应的 U 型管的液面高度差。启发

学生用控制变量的思想设计好实验后，播放此实验操作视频的微

课，此实验探究在水和盐水中的对比视频同时播放，既节省了时间，

采用视频播放，一是比起现场实验，视频录制的实验现象更清晰，

二是循环播放，循环讲解。学生观看的会更清楚。

液体压强计的实物展示 - 深度与高度的概念突破 -- 探究与

深度有关实验的片断再现-探究与液体密度的实验微视频的使用，

让学生在此探究实验设计以后，经历从实验现象到实验结论。通

过实物再现，实验片断教学，视频微课播放等多种手段，让学生

在有效的时间迅速整合自己的知识，从而达到理解探究液体压强

实验的目标。

四、针对提问，有效提高

围绕着实验的主线，在课堂上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采取针

对性提问不同层次的学生，达到集中学生注意力的目的，活跃课

堂气氛之外，还能引导学生解决班级其他同等层次的学生也会具

有的困惑，从而实现各个层次的学生在复习课上都能获取相应的

提高。

在突破压力和重力概念的环节中为例，如图 1：针对于下层

的学生进行提问：1. 压力和重力都是力，我们从力的三要素来区

分他们，重力的作用点是？压力的作用点在？重力的方向是？压

力的方向是？

在提问到压力的方向，学生回答就比较吃力，没有办法立即

回答。此时，跟这个学生同个水平的其他学生也具有这样的问题，

我继续追问，给与以下三张图片，让学生分析完三个图片进行回答，

学生此时能回答出是垂直于接触面。之后继续追问另外一个中等

层次的学生，在这三幅图中，哪幅图中压力和重力的大小是有关

系的？继续再追问上等层次的学生：1. 为什么很多题目都要特地

强调在水平面上？ 2. 在水平面上，求压力的数值转为求重力的大

小，在重力计算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在以上的提问中，让学生从力的三要素对比区分压力和重力

的概念，并归纳他们之间的联系，只有在水平面上，压力的大小

才等于重力，也总结了题型：水平面上的物体的压力，转为求重力，

在求重力的过程中，要注意单位，避免混淆质量，重力，以及质

量的单位 t 吨。

在这个片断教学中，我感受到在提问的过程中，其他学生会

格外注意倾听同学的回答是否正确，并且在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

提问的过程中，老师能了解到他们对知识错误理解或不模糊的地

方，采取追问的方式，可以帮助学生理清知识。这个提问过程，

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过程中，也能让学生学会对自己的知识进行

一个反思。

五、自我诊断，变式训练

课堂最后留下时间，让学生通过知识的梳理，解决自己存在

的问题。学生通过自行订正昨天前测作业做错的习题，订正完对

照黑板答案。对于已经订正完的同学，可以做拓展习题。让不同

程度的学生都能在课堂上有所提高。

并且课堂的最后，可以通过 5-8 分钟的知识小测，检测复习

的效果，让学生知道缺漏，为老师后续的复习给与理论的基础。

六、同屏展示，提高效率

在复习课堂中，善于利用同屏技术，可以很好的提高复习效率。

利用希沃，手中的平板可以控制电脑屏幕，老师在 ppt 播放的同时，

可以针对性的在此标注，并且也可以将学生做错的习题拍照储存

起来，同屏展示给学生，让班级的学生一起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找到一类学生共同存在的知识混淆。

利用希沃，可以将实验的现象放大，能够让全班的学生都很

清晰的观察到实验现象。希沃中的直播功能可以将实验现象同屏

到屏幕中，打破了因为实验器材，或者是学生所做的位置等原因

导致部分学生没有观看到实验现象。

七、结语

在第一轮复习中，我认为应该基于考纲和学情，做到精准复习，

重基础，重概念教学，以实验复习为主线，

通过实验复习，让学生掌握物理规律，让学生梳理物理知识，

建立系统化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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