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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技小制作加入物理课后作业的探究 
李国开 

（贵州省遵义市第四十中学  563000） 

摘要：在新课改的环境中，更有效的课后作业被大家重视，如何才能更有效提升物理课后作业的质量，科技小制作加入物理课
后作业是一种高效方法，科技小制作既能有效复习物理知识，又能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动手能力。学生在科技小制作过程中不
断反思、实验、调试、改进，让中学物理观念、实验探究、科学思维、科学态度与责任核心素养都都有了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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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物理课堂是有效培养学生逻辑思维的关键载体，对人们的生产

生活与社会发展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物理作业是巩固物理知

识、检验物理课堂成效的关键手段之一，因而对物理课后作业有效

性、高效性研究是有必要的。长时间面对传统书面式作业，会淡化

学生物理学习兴趣，而利用科技小制作加入物理作业，可解决上述

问题，让学生重拾物理兴趣与信心，对学生终身学习核心素养培养

也有深远意义。 

一、科技科技小制作的特点与物理核心素养的关系 
物理科技小制作的特点有，原理比较简单、结构较清晰、材料

容易获得、制作过程比较容易、且成本较小、大多数学生都能独立

完成，很适合于中学生操作。能够很好培养孩子们的双手协调能力、

大脑推理及科技创新能力，能很好对接学生科学探究核心素养、科

学思维核心素养培养，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一样：“双手灵巧

的学生，热爱劳动的学生，形成明晰的、好钻研的头脑”。[1]科技小

制作是完美达成这些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科技小制作加入物理课后作业的探究 
（一）传统物理课后书面作业的弊端 

由于传统物理课后作业为书面形式，学生每天面临各科书面作

业，物理只有理论、计算作业，学生会很无趣、反感。长时间面对

这样作业的学生，其专注力会下降，这会让他们觉得物理脱离生产

生活应用，长此以往很多同学会慢慢失去物理的学习激情，比如在

沪科版物理八年级 10.1 科学探究：杠杆的平衡条件一节中，学生已

通过课堂学习了杠杆的支点、动力、阻力、动力臂、阻力臂这五要

素、还通过实验探究知道杠杆的平衡条件为动力乘以动力臂等于阻

力乘以阻力臂，课后作业如下图所示：[2] 

 

 
课后习题围绕课本知识展开，能巩固本节知识，但不能较好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我们可以布置让学生制作一把杆秤，学生在制作

杆秤的过程中，通过秤杆的选材可以真正理解杠杠的定义，提钮位

置选择真正理解支点这一要素，经历这过程无形中就培养了学生物

理观念的素养；制作杆秤上标点的位置让学生探究并运用了杠杠的

平衡条件，这也无形培养了学生实验探究的素养，在反复修改的过

程中培养了学生科学思维的素养，这些都可以很好避开传统书面作

业的弊端。 

（二）科技小制作加入课后作业的优势 

由于科技小制作的特点，所以在某些课后作业中加入科技小制

作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在学习沪科版物理 8.2 平面镜成像一节

后，学生对平面镜成像，光的反射知识已经掌握，如果课后作业让

学生自制一个“潜望镜”，所需仪器方便，两块小平面镜、三个纸

盒或 PVC 管、一瓶 502、双面胶，学生很快就能自制出一个不同形

状的“潜望镜”。有直线型、Z 字型、可旋转型、伸缩型等，通过学

生自己动手，学生更能理解平面镜成像相关知识，同时较好地发展

了实验探究能力、让学生科学思维在制作过程中开花发芽，落实了

STSE 教学。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学习 8.2 液体压强一节后，学生可

以根据连通器原理自制水位计；在学习 9.3 物体的浮与沉知识的应

用后，学生可应用浮沉知识与阿基米德原理知识自制一把密度计；

学习了 12.1 温度与温度计后，学生可根据温度计原理自制温度计；

学习了 15.4 电阻的串联和并联后，学生可根据串并联电路的特点自

制体重仪、身高仪；学习了 4.6 神奇的眼睛后，学生可透镜成像原

理自制望远镜；根据磁是什么知识自制指南针、根据变阻器原理自

制滑动变阻器、台灯，根据电磁关系自制发电机、电动机，学习了

能量转化与守恒知识后制作风能与机械能、电能、热能等转换仪，

这些在沪科版物理教材中，每一章均可找出两个以上生活中常见用

品进行科技小制作，小发明。两年下来，学生对物理有独到认识，

学习物理的兴趣很浓。 

（三）应用科技小制作拓展学生视野 

科技小制作像一把钥匙，它更重要的功能是打开了学生机械、

科技、思维、创新的大门，让学生走出题海，回归生活。学生的每

一个小制作都可以应用，我们无形中培养了更多的科技者、实干家、

发明家，让学生的路更广，更宽，切实让核心素养有了现实落脚点。 

三、结束语 
通过我近十年将科技小制作加入物理课后作业的尝试与探究，

深刻感受到科技小制作在中学物理中的地位之高，这是一种尝试探

究更是一种变革，巧妙利用科技制作将学生拉回课堂，找回书面作

业丢失的信心，更为学生终身学习、终身发展拓宽了新的视野，让

学生深刻理解物理来源于生活，生活中存在物理，让培养学生物理

核心素养不在是空话、大话，同时也对中学物理有效作业有深远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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