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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活化教学的中职物理教学策略研究
张飞芳

（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目前，在我国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全新教育理念被提出，使校园教学工作走上了最新发展的道路。在

中职院校内部物理学科是重点的科目，也是教学中的难点内容。因为这一学科的实用性和实践性相对比较强，所以课堂教学工作更是需

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向着生活化的角度所转变。物理知识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将生活化教学模式引入中职物理课堂，还有助于培养学生

在生活中学习物理的热情。本文就是基于生活化理念的背景下，主要分析中职院校物理课堂教学工作开展的实际策略，希望能够通过本

文的研究和探讨，提高学生知识学习效果的同时，促进学生的良好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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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教学是近几年教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生活化教学是

教师依据教学目标有指向性地选取与组合贴近学生生活的教学方

式。众所周知，中职学校基础课程教学面对着课时较少、学生知

识基础较差、学习目标不清晰的状况，过去教学方式在中职学校

的进行十分困难。因此，应该引进生活化教学，提升学生学习热情。

一、中职院校物理教学生活化的意义

（一）教学内容生活化，加深知识理解

生活化教学更加符合学生的学习规律和特点，贴近生活的物

理教学案例，使得物理课堂变得形象生动，有助于教师更高效地

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是将物理与生活案例引入课堂中，

能够用生活中的知识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进而使得学生更关注

于本节课程的教学内容，并且参与到课程学习活动中，并通过自

主探究感受物理知识的奥妙，理解物理学科内容。

（二）利用生活资源，有效开展物理实验

物理实验具有比较强的逻辑性，很多学生都认为操作物理实

验比较困难。而将生活内容引入物理实验课堂，就能够使得物理

实验原理、逻辑内容非常清新简单。结合生活内容，学生更能够

对知识点融会贯通，进一步巩固物理知识和内容。同时将生活内

容引入物理实验课堂，还有助于学生加强理解和记忆，使他们迅

速掌握知识点。

（三）生活化情境，拉近学生和物理的距离

引入生活内容，还能够拉近生活与物理的距离。创设具有生

活气息的物理课堂，能够增强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欲望，同时提

升他们的学习兴趣，进而使得他们自觉主动地参与到物理课程学

习中。在生活情境中，学生与物理的距离更近了，在物理课堂上

的投入度也更深，使他们发展出对物理课程的深厚情感，进而主

动地学习物理知识。

二、中职院校物理教学生活化的策略

（一）应用生活化比喻教学法

应用生活化的比喻可以将物理知识化抽象为具体，生活化的

比喻就是应用学生所熟悉知道的，并且与全新知识具备一定的相

同特点的实例，相对应说明全新知识的疑难之处。合理科学的比

喻可以将抽象变为形象、将困难变为简便，从而提升教学成效，

简短课堂时间。在中职物理教学中，物理这一科目中的很多较难

知识点都可以与实际生活相连接，所以教师能够通过比喻将物理

知识的逻辑和原理形象的解释清楚。

例如，在学习物理电场概念时，“在电场中放进一个检验电荷，

某点电场的强弱与方向与检验电荷电量无关”这一知识点，使得

学生难以有效理解，这时教师可以应用电场比喻作为风，检验电

荷比喻作为风中的气球，气球可以检查测验风的有无、方向、大小，

但是风向与风的强弱与气球无关。通过这种比喻形式，将抽象化

为具体，学生就可以快速明确检验电荷是用来检查测验电场的有

无、强弱与方向的物理量，并且电场与检验电荷的有无没有关系。

又如，教师在向学生讲授气体、液体、固态三种状态的分子运动

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向学生进行比喻：气体分子的运动，就好

似晚上强烈的灯光照射下一团飞来飞去的小飞虫；液体分子如同

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过着自由的生活，随时随地搬家；固体分子

永远在固定的范围内运动，如同一间封闭的教室中，坐满了蹦蹦

跳跳的小学生一样。这样的比喻，就可以使得繁杂的知识简单化，

隐蔽的理论知识简易化，为学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二）应用物理故事创设情景

为了增强物理教学效果，教师还可以创设生活化的物理情境，

把实际生活中真实的实引进课堂教学，同时与课本中的理论知识

相贴合，就应该进行教学情境的构建，生活化情境使得物理课程

变成探究性的课堂，学生在熟悉的情境中学习物理知识，研究问题，

学习热情也比较高。中职学生较为活泼好动，并且喜欢听带有趣

味性的故事，很多物理小故事也是十分有趣，因此，应用物理小

故事进行情景的创设，是一种十分高效的教学方式。

例如，为了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力的有关规律，教师可以为

学生讲述一个运动力学知识相贴合的小故事：一位小熊艾比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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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桶蜂蜜走在结冰的湖面上，结果走到河中央的时候不小心把蜂

蜜桶打翻了，洁白的冰面上瞬间被覆盖了一层光滑的蜂蜜，这时

不可思议的状况出现了，小熊艾比再也走不动了，不论他怎样努

力，都无济于事。正当小熊艾比十分苦恼的时候，河岸边有一条狗，

冲着小熊艾比一直狂叫，小熊艾比恼羞成怒，情急之下小熊艾比

将自己的鞋子脱下来向着狗狠狠地扔去。不可思议的事情再次出

现，当鞋子被扔出去以后，小熊艾比竟然被一股神奇的力量往后推，

直到他的身体撞到岸边的泥土上。小熊艾比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十

分惊讶。讲完故事以后，教师可以为学生提出三个问题：为什么

再也走不动了？为什么鞋子脱手以后身体也向后动？为什么一直

动下去直到岸边？虽然学生们的回答十分似是而非，学生的语言

表述也并不专业，但是这正是教师所希望看到的。

其实这一个小故事中蕴含了三个关键的物理思想，这也是生

活中的物理知识，即牛顿第三定律、反冲运动、牛顿第一定律。

听完教师应用物理知识对实际生活现象的讲述，学生们产生很多

感悟，原来看似难懂的物理就在自己身边。

（三）编制生活化习题

生活化的物理作业能够将课堂拓展至生活中，让学生在生活

中探究物理知识。通常教师在布置物理作业时以试题为主，物理

知识只限于书本上。这与中职学生的学习规律相背离，导致重视

学生的学习效率低，而设计生活化的物理作业，使得学生可以在

课下探究物理知识，挖掘生活中的物理规律和现象。同时生活化

习题设计以定性分析为主，包含的范围比较广阔，以生活中的真

实情景为基础。

比如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观察电扇的内部结构来学习电磁感

应现象。通过拆卸电风扇，学生观察到电风扇能够旋转是因为电

线圈绕在磁铁外面，线圈通电后，产生电磁感应现象，绕着磁铁

旋转。还可以分析扇叶为什么不会掉下来的问题。教师可以给学

生介绍电风扇转动时的物理规律。当电风扇转动起来后，产生的

风对下方的空气产生一个向下的力，这样，根据力的反作用，风

扇就会被一股向上的力反推。因此这时竖杆对于电风扇的拉力一

定会比静止的时候降低，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电风扇进行运

转转动起来以后，会因为承受的力过大而掉落。学生了解到这一

物理知识后，回家观察电风扇，进而在生活中学习物理知识。

又比如，在讲解《时间和位移》的知识内容时，教师可以让

学生在课下观看将奥运会上接力赛跑的视频。比如，在本次东京

奥运会上，我国的接力赛运动员取得了全世界第五名的好成绩。

学生在观看接力赛视频的过程中，观察运动员的位移情况，并且

分析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的位置变化情况，进而理解时间和速度

的关系。教师可以将奥运会竞走比赛的视频共同展示给学生，让

学生对比竞走和接力赛运动员速度的变化情况。这样，学生在具

体的情境中理解位移概念，进而提高学习速度。一方面，学生掌

握了相关的物理概念，另一方面也养成了在生活中学习物理知识

的习惯，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

（四）寻找生活材料做物理实验

物理实验作为一项科学探究活动，非常具有趣味性，然而教

师往往忽略了物理实验的趣味性，使得物理实验变得死板，学生

体验不到做物理实验的乐趣。近年，在教学创新趋势下，物理学

科发展出一种“生活化趣味实验”教学方法。教师带领学生寻找

生活中的物理实验材料，应用已学的物理知识设计趣味小实验。

物理微实验缩短了科学理论知识与学生生活的距离，是近年备受

物理教育业界人士推崇的新型物理实验方式，让学生在生活中学

习物理，使他们拓展思维，提升创新能力。这种教学方法拓展了

物理学习空间，还原了物理学科的本来面貌，学生充分探究物理

世界，发现物理世界的神奇魅力。

比如，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在生活中寻找物理材料，利用物理

课本知识，发挥创新能力进行趣味性的实验，如“石墨导电实验”。

找一块废电池，拆出里面的石墨电极，准备一节电池，一个小灯泡，

以及一段导线。应用已学的电路知识以及石墨的导电性质，将导线、

电池和小灯泡连接起来，接通电源，小灯泡亮了。这种生活化微

实验将学生带入物理的奇妙世界中，使他们发现物理的神奇美妙。

三、结语

生活化教学就是将知识简单化、生动化，再从课本上的理论

知识变成生活中的案例去解析，使学生更加容易掌握知识，将知

识应用于实践。作为一名中职物理教师，应将物理教材的理论知

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有效地结合起来。创设物理情境，布置生活

化物理作业，并且应用生活化的比喻和生活化实验材料将物理知

识化抽象为具体，使学生的学习感受变强，难度减弱，最终达到

学以致用的目的，这对中职学生以后进入更深层次的学习或工作

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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