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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实验能力的培养
罗盛柏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广东 佛山 528300）

摘要：初中阶段是学生最开始接触物理学科的时期，然而，该阶段的学生因为自身学习能力和综合阅历的原因，在物理的学习过程

中中往往难以理解实验现象，或者对于实验现象认知浅显，只能观察到最基本的肉眼可见的物理实验现象，却不会思考实验现象背后的

成因到底是什么，难以把握到实验的精髓，这已成为了摆在广大初中物理教师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结合个人实践对初中物理教

学中学生实验能力的培养进行探究，以期能对初中物理实验教学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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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环节”。可以说，借助物理实验

之力能够打开学生认知的大门，这种情况下于学生学科思维的培

养也有关键作用。现阶段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如学生缺乏实验兴趣、教师未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等，从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对此，教师要创新物理实验教学理念，

提出提升学生实验能力的具体策略。

本文主要从以下六点展开论述：

一、巧借微课视频，实验演示由繁化简

物理实验蕴含着很多知识点，其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要求比

较高。从操作步骤来看，部分实验比较复杂，这也从一定程度上

增大了学生的学习难度。

另外，一些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影响，实验设备缺乏，学生

实验的机会也比少，不利于学生学科思维的发展。加之一部分初

中生思想不成熟，致使物理实验教学开展难度增大。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立足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借

微课之力为学生演绎物理实验，使学生直观观看实验过程，了解

整体的实验流程，打开他们闭塞的认知通道，有利于更进一步理

解物理知识，并获得源源不断的学习动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微课形式多样，对学生思维有很大的启

发作用，能够避免学生思想滑坡，引领其步入正确的学习轨道，

进一步实现由繁化简，提升学生的实验信心。

以“气压”知识为例。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可以借助微课，

向学生展示“气压粉碎物体”的视频，并设置相应的导学问题引

导其进行思考。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开展“真空包装”的生活

实验，为学生准备一些实验材料，如苹果、薯片等， 让其在实验

过程中总结压强的基本性质，唤醒学生学习热情的同时，为后续

学习奠定扎实基础。

二、理论结合实际，亲身体验深化认知

初中阶段正是学生养成科学的物理实验思维的关键时期。物

理实验是学生学习物理知识、反思物理知识的主要方式之一，目

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学会某些知识，或者是在实验

的过程中验证了课上教师所讲的理论知识，进一步深化学生对该

部分知识的掌握程度，让他们通过实验现象和理论知识的比对进

一步养成科学的实验探究性思维。

教师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在做实验之前教师将实验步骤、注

意事项等知识讲了多少遍，学生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也一定会遇到

一些问题，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状况。

此时，学生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向教师求助，但是，只

要不是涉及到学生人身安全的问题，教师都不要直接给出答案，

而是让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只有自己亲手找到了实验中犯下的错

误并改正，之后才能真正的掌握这一知识并且不再犯错。

例如，教师在讲解电学相关知识时需要做伏安法测电阻的实

验。伏安法测电阻实验在初中物理实验中是操作步骤复杂、难度

较高的实验，学生需要自己将实验器材组装起来，因为有许许多

多的导线需要连接起来，学生很容易在连接的过程中连接错误，

因此很容易出现无论怎样调整滑动变阻器，小灯泡都不会亮起来

的问题。

这个时候，学生一般在检查完导线有无断路之后，便会向教

师求助，想让教师帮忙寻找实验的不合理之处，教师在查看过程中，

发现学生连路连接出问题之后，不要立即指出学生电路连接中的

错误，而是用启发式的问答让学生自己发现错误。

在经过仔细的观察和思考后，学生往往能够发现自己连接的

电路和实验电路图的差别，从而明白自己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以这样的方式增强学生在实验中的自主探究过程，才能让他们真

正的掌握教师所授知识，并且获得能力层面上的提升，并且，相

信伏安法测电阻电路方面的知识能牢牢地印在学生的脑海里，无

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

三、开发随堂实验，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初中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要抓住学生

的兴趣爱好引入物理实验，学生在随堂实验中能够提升自己的学

习兴趣，同时也能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从初中理教学内容来看，部分内容的抽象性比较强，对学生

逻辑思维能力要求比较高。但从实验设计这一层面来看，教师可

挖掘期实验中的趣味因子，在此基础上为学生创设趣味性的学习

环境，缩短学生融入课堂的时间。

当然，教师也可根据教育主题开发一些新型的随堂实验，拓

宽学生的视野，使其在动手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例如，在讲解光的折射相关知识时，教师便可以提前准备一

条泥鳅、一个鱼缸和一双筷子，在上课的时候让学生用筷子尝试

夹住鱼缸里的泥鳅，从而让他们明白光在从空气介质射入水介质

的过程中会因为传播介质的密度不同而发生折射的道理，以这种

生活有趣的实验让他们明白科学知识。

四、引入探究实验，理解物理原理

物理实验重在探究，提高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能够引进其进

入物理课堂，这种情况下也能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实验原理。从根

本上讲，探究为实验的主题，通过在物理教学中引入探究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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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拉近学生与学科之间的距离，这种情况下也便于其深度解析

实验原理。

以“探究凸透镜”成像这一内容为例。

课堂初始，我按照图 1所示摆好了实验器材，便于学生展开

探究实验。

紧接着，我让学生熟悉实验器材，通读实验步骤，思考每一

步的原理。

学生对实验步骤有大致了解后，我又让其测量凸透镜的焦距，

学生根据书本中测量凸透镜焦距的方法进行测量，在测点出标注

出一倍焦距与二倍焦距处。

学生标准好焦距后，我让其移动蜡烛，尝试将其移动到二倍

焦距处，同时还要移动光明，直至光屏上出现清晰的图像为止。

此步操作完成后，学生要仔细观察光屏上的图片，看其处于

直立还是倒立状态。

接下来，学生按照同样的方式移动蜡烛，使其为止在一倍焦

距与二倍焦距之间或者一倍焦距处，学生观察光屏上呈现的图像

特征。

最后，学生绘制相应的表格，记录蜡烛位置、成像特征（正

立或者倒立、大或小、虚或实），此外还要进一步记录像距。

通过这一实验，学生能够探究凸透镜成像的原理，同时也能

对照相机与投影仪的工作原理有了新的认识。

图 1

五、鼓励学生质疑，培养批判思维

敢于质疑是同样科学的捷径，在物理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

的质疑能力能够助力其思维发展，这种情况下也能使其深度思考

物理知识，进而建立对物理知识长久的学习兴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物理精神就是敢于质疑，提出自己的观点，

然后再提出自己的想法，逐步验证自己的想法。纵观古往今来的

物理学家，无一不是敢于质疑的人，他们追求真理，不安于现状，

探究出物理原理。

以“平面镜成像”这一实验为例。

我将全班同学分为若干小组，要求其以小组形式展开合作探

究。

首先，我引入了图 2中的图像，以CD为玻璃，以A为蜡烛，

让学生根据平面镜的成像原理绘制A的像B，同时还要画出C'D'。

在此过程中，学生还利用手中的工具演示这一原理，如选择白纸

为平面镜，将粉笔放于任意一端，然后借助尺子测量成像的位置，

在其位置放置大小相同的一根粉笔。

深入思考，学生做的这一实验为验证性实验，不利于帮助其

探究平面镜成像原理。在这图绘制图片过程中，部分小组成员反

馈根据上图所得到的数据并不能说明物与像到平面镜的距离是一

致的。

然后我还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证明自己的质疑，在实验过程

中，学生发现自己的质疑是错误的（具体实验此处不多加赘述）。

于是，小组成员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经过深入分析发现

是测量存在问题，测量的数据不准确，导致实验结果出现偏差。

由此可见，在物理教学中鼓励学生质疑，发现问题并设计具

体的实验，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也能促进其

实验能力提升。

图 2

六、优化实验评价体系，促进学生能力提升

以往教学模式下，我们对初中生实验能力的评估往往建立在

试卷考察方面，通过这种方式仅能考察学生对实验操作及结果的

掌握情况，并不能反映其对实验原理的掌握情况。

针对这一情况，教师要转变以往的评价模式，在课堂上组织

学生实验，评价学生对实验步骤操作情况、对实验原理分析情况、

小组合作情况等，同时也可引入一些非智力因素的评价，如评价

学生学习态度、是否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是否协助其

他同学操作等，促进学生能力提升。

七、结语

综上，初中物理教师要对实验进行大胆的创新，把部分需要

验证的实验转化为探究性较强的实验，多让学生亲自操作实验探

究，为他们未来的学习打下坚定的实验能力基础，在让他们在实

验中升华自己的物理学习境界。在此过程中，教师要转变以往的

教学模式，巧借微课视频，实验演示由繁化简；理论结合实际，

亲身体验深化认知；开发随堂实验，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引入探

究实验，理解物理原理；鼓励学生质疑，培养批判思维，多措并举，

全面提升实验教学有效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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