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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下初中物理高效课堂教学思考 
莫章 

（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第一初级中学  广西 马瑶族自治县   547500） 

摘要：新课改实施以来，初中物理课堂的高效性成为了教育者重点关注的教育问题。高效的课堂构建需要教师组织多样的教学
形式，从心理上消除学生的抵触情绪和畏难的学习心理，这能有效地提升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积极性，实现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突
破自我，这对提升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拥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教师应当进行教学模式的优化，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以高效
的教学效果减轻学生的课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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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的推行革新了我国教育领域的教育理念，突出了素质教

育的重要地位，初中阶段的物理课程面临着教学形式的改变。教师
应当正视核心素养的重要地位，通过充分的把握物理知识的教学目
标与核心内容，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应当积极响应
新课改的号召，将理论知识与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进行有机地融
合，创设贴合学生学习需求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
学生感受到物理知识的魅力，主动进行知识的学习与探索。 

一、现下初中物理课堂的教学现状 
尽管新课改的推行与实施促进了我国教育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但在实际的初中物理课堂中，由于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方式受到
了应试教育的影响，因此，在课堂中出现了响应新课改号召，但实
际教学行为并没有显著改变的现象。课堂仍是以教师讲课、学生听
讲的学习方式进行，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没有得到培养，缺少探究学
习的主动性，教师无法为学生带来高效的课堂，这阻碍了学生的进
步与发展。 

二、新课改下实现初中物理高效课堂的有效策略 
（一）改变教学理念，创设生活的教学情境 
一方面，教师应当进行教育理念的革新，要充分尊重学生在班

级中的主体地位，教师要以引导的身份进行课堂的开展。因此，教
师要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完全投入到课堂的学习
中[1]。与此同时新课改明确指出，初中物理教学的活动内容应当贴
近学生的实际生活，通过将生活常识融入到课堂中，提高学生灵活
运用物理知识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例如，当教师带领学生学习《温
度》的知识点时，教师可以借机提出问题：“有多少同学吃的水煮
蛋是先泡冷水后剥壳的？谁能说一说这是为什么？”教师根据学生
的回答进行有效地引导，让学生明白就一般物体来说，热胀冷缩是
成立的，并且物体温度不同时分子的动能也不同。教师将生活常识
与物理理论知识相结合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为建立初中物
理高效课堂奠定了良好的开展基础。 

另一方面，教师将物理教学与生活知识进行灵活的结合，能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保证课堂的顺利开展。教师将生活现象与
物理知识相结合能拉近学生与物理之间的距离，这能激发学生的好
奇心，进而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教师，
想要保持学生对物理知识的学习兴趣，则需要教师以新颖的教学方
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教师可以通过有趣的实验，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主动投入到知识的学习之中。例如，当教师
带领学生学习《压强》的知识点时，教师带一板鸡蛋到课堂中，首
先教师拿出一枚鸡蛋，将鸡蛋竖立，两卷胶带分别套在鸡蛋的两端，
而后，教师将书本放在处于平整位置的鸡蛋上方的胶带上，书本的
不断增加并不会压碎鸡蛋。经实验证明，在这种情况下，鸡蛋的最
大承重量在 16kg~19kg 之间。此实验现象中的鸡蛋与学生印象里非
常易碎的鸡蛋完全不同，这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接着，教
师拿出一板鸡蛋，让同学举手配合教师完成实验，让学生踩在这板
鸡蛋上，鸡蛋完好无损没有破裂，这个实验结果会使学生拥有浓厚
的学习兴趣。最后，教师通过引导，让学生掌握鸡蛋所承受的压强
与受力的面积等因素有关，受力的面积越大则压强就越小，当学生
踩在鸡蛋上时，增大了鸡蛋的受力面积，因此鸡蛋不会轻易地破碎。 

（二）通过情景导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上课时，如果教师直接围绕学习主题开展课堂，会造成刻板的

课堂气氛，这会令学生提不起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应当运用 3~5
分钟的时间为学生带来有趣的课堂导入，通过提问为学生演示简易
的趣味实验等形式，引导学生猜出本堂课的学习内容，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例如，当教师带领学生学习《运动的快慢》的知识点时，
教师可以提出问题：“同学们，你们知道世界上飞得最快的昆虫是
什么吗，它的时速可达 58 千米！我给你们两个提示，第一个提示
是它们是益虫专门吃蚊子、苍蝇等等，第二个提示是科学家们根据
这类昆虫的结构成功研制了直升飞机。”教师的提问与提示引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根据教师的提示猜出问题的答案是蜻蜓，接
着教师可以为学生介绍蜻蜓飞行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为学生带来
有趣的知识科普。蜻蜓飞得快是由于蜻蜓的翅质薄而轻，重量只有
0.005g，每秒可震动 30~50 次，蜻蜓依靠精神系统控制翅膀的倾斜
角度，这能使蜻蜓在快速飞行的过程中良好地适应大气气压，蜻蜓
的翅痣位于翅端前缘，这是保护蜻蜓翅膀不折损的关键，人们根据
蜻蜓的翅膀原理成功地研制出了保证快速飞行的直升飞机。接着，
教师通过有效地引导，带领学生学习课本内容。 

良好的情景导入能有效的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这是保证课
堂高效性的重要部分。将趣味实验作为情景导入能使学生集中注意
力，这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还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例如，当
教师带领学生学习《光的折射》时，教师可以准备一个大小适当的
鱼缸、适量的水、鲜花，将鱼缸注入 4/5 的水，将鲜花置于水中，
让学生分别从水的横截面、水平面观看鲜花的位置，学生会发现从
横截面能够看到鲜花的实际位置，而在水平面看到的物体位置比物
体实际存在的位置距离自己要再远一些，这种趣味的小实验能有效
的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学生会对这种视觉误差感到好奇，接着
教师再进行知识点的讲解，使学生的求知欲望得到源源不断地激
发。 

（三）培养良好习惯，注重学习能力的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能让学生具备自律性极强的独立学习的能力，

这能让学生养成课前预习、课后温习的良好学习习惯。一方面，进
行新知识的预习能让学生快速地了解本节课的重点知识内容，通过
预习学生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对新知识点的疑惑与不解，在听讲的过
程中能更专注地进行与自己疑问相对应的知识点的学习，课前预习
能使学生更专注地听讲[2]。另一方面，对于学生而言，新学的知识
需要通过一定的时间进行更细致的理解和消化，而课堂时间有限，
无法为学生提供充足的时间进行知识的消化，因此，教师要注重对
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通过留下有趣的课后作业让学生主动进行知
识的温习。例如，当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摩擦力》的学习时，可以
为学生留下有趣的小实验作为课后作业，让学生将实验的过程、感
受写下来。例如，教师为学生提供与静电相关的小实验的步骤，让
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教师将实验步骤写在黑板上，让学生进行记录，
以便于学生在家中根据教师的实验步骤开展物理实验的小探索。学
生需要准备实验材料分别是：胡椒粉、盐、杯子、筷子、塑料汤勺、
小盘子。学生将胡椒粉与盐倒入杯子中用筷子搅拌使其混合均匀，
将混合的调料倒入小盘子中，接着需要学生将塑料汤勺在衣服上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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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一会儿，将塑料汤勺放在混合调料的上方，胡椒粉会被吸附到汤
勺上，如若将塑料勺子再往下移动一点，盐也会吸附在汤勺上。两
种物质都能被吸附到汤勺上，正是由于静电的原因，而胡椒粉比盐
先被吸附到汤勺上是因为胡椒粉的重量比盐要轻。与此同时，教师
还可以让学生将被毛皮摩擦过的塑料棒靠近水流极细的自来水，这
时可以清晰地看到水流向着塑料棒的方向弯曲。有趣的课后实验能
激发学生主动完成实验的兴趣，通过让学生将实验过程记录下来，
深化学生对知识点的消化[3]。由此可见，良好的学习能力不仅能让
学生了解新知识的概念与框架，还能有效地提升学生在听讲过程中
的学习专注力，这能让学生的学习思路紧跟着教师的讲课节奏，非
常有助于学生透彻地进行知识的学习和理解。趣味的课后实验能激
发学生在学习中自主学习、探究的能力，这为养成学生良好的自我
学习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趣味实验的成功能为学生建立学习自
信心。当课堂结束时，教师可以留下与下节物理课知识点相关的趣
味疑问，促使学生主动进行新知识的预习。例如下节课程是《压强》
教师可以留下有趣的疑问：“有一些潜水的人肺会爆炸是因为什么，
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以此为契机让学生主动进行新知识的预
习。 

（四）贴合知识点开展物理实验，活化学生的物理思维 
部分教师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将教学任务与学生的考试成

绩结合在一起，因此，将授课重点放在理论知识上，这能令学生交
上一份高分的物理答卷，但学生的探究能力得不到良好的培养，因
而学生并不具备良好的物理思维[4]。物理实验能直观地呈现物理现
象，这能使学生获得丰富的感性认知，学生能更好地了解物理概念、
原理、定理等知识内容。在进行物理实验的过程中，学生的观察能
力得到了加强，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的重点内容，与此同时
学生也将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教师应根据学习内容为学生演
示物理实验，让物理成为“通俗易懂”的知识，学生通过实验能很
好地掌握物理知识，与此同时，学生的物理思维也得到了有效的锻
炼。例如，当教师带领学生学习《分子热运动》的知识点时，教师
可以为学生带来“分合水流”的实验，让学生了解分子间的作用力。
首先，教师在空铁盒的底部用钉子钻 5 个小孔，每个小孔的间隔距
离为 5 毫米左右，接着，教师将铁盒盛满水，水分别从 5 个小孔中
流出，接着，教师用大拇指与食指将 5 股水流捻合在一起，片刻后
将手移开，此时，5 股水流汇成了一股水流。教师可以邀请学生擦
一擦铁盒上的小孔，水流会重新变成 5 股。物质由分子组成，而分
子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力——引力与斥力，水面分子的吸引力也叫水
的表面张力，该实验让学生明白了分子间的作用力，学生的物理思
维也得到了有效地加强。教师可以让学生体验该实验，让学生感受
到物理的有趣之处。教师可以借机提出问题：“同学们经过实验你
们掌握了分子间的作用力，那么谁能告诉我针为什么能漂浮在水面
上而不沉入水中呢？”经过实验，学生掌握了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
加之教师的有效引导，学生通过思考就能得出针漂浮在水面上是由
于水的张力该答案。 

充满趣味性的物理实验是为了便于学生掌握物理知识，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保持学生的学习动力[5]。而与知识点密切相连的物
理实验则是为了深化学生的理论知识，使学生具备灵活运用物理知
识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严谨的物理实验过程能使学生具备严谨的
实验态度，这能使学生通过完成实验掌握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例
如，当教师带领学生学习《电压》的知识点时，需要学生学会正确
的测量电路两端的电压，通过研究串联与并联电路了解电压关系。
首先，教师用电压表测出电池与电池组的电压并记录。让学生思考
“电池组两端的电压等于串联的各节电池两端电压之和吗？”接
着，教师用电压表测出串联电路的电压，先将两灯泡、开关与干电
池组成串联电路，用电压表分别测 U1 和 U2 的电压，再测两个灯泡
串联后的两端总电压 U3 并记录。让学生思考“串联电路两端的总
电压与各部分电路两端的电压有何关系？”最后，教师将两灯泡组
成并联电路，将其与开关、干电池串联。用电压表测出两灯泡两端

电压 U1 和 U2，再测并联电路两端的总电压 U3，记录数据进行比
较，让学生思考“并联电路两端电压与各支路两端电压间的关系。”
实验的过程中，教师要保持严谨的操作流程，为学生养成严谨的实
验态度与操作流程。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使学生具备端正的学习
态度与实验精神，让学生明白物理知识源于生活，归于生活，唯有
掌握趣味实验的物理知识与原理，学生才更好地完成严谨的物理实
验。 

（五）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强化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 
在初中物理课堂中开展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模式，能为学生营造

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学生的自我意识得到了良好的培养，学生的
学习能力也得到了相应的锻炼与完善。小组合作学习能凝聚学生的
向心力，教师通过引导让学生展开合作学习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表
达空间，学生的学习能力得到了有效地激发[6]。合作学习能实现师
生、生生间的有效交流，学生依据自己的基础知识，探讨教师提出
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达成了知识成果的共享，这令学生的物理知
识体系更加地完善，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也得到了有效地提升。教
师可以根据知识点进行提问，让学生自主讨论得出正确答案，例如
“夏日大家都喜爱到炎热的海边游泳，即便天气非常炎热，人们进
入海水之中也会感到非常的凉爽，但当人们赤脚走在沙滩上时，却
感到非常的烫脚这是因为什么呢？”学生依据教师的提问进行小组
讨论，这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不仅能让学生更加快速地掌
握知识，还令课堂拥有良好的教学效果。 

再例如，当教师带领学生学习《熔化和凝固》的知识点时，就
可以为学生出示“烧不断的棉线”的实验步骤，让学生以小组为单
独立进行实验操作。教师让学生提前准备实验材料，棉线、清水、
实验、筷子、火柴。教师可将实验步骤投放在多媒体屏幕上，便于
学生熟练地掌握实验步骤。第一步，在清水中加入盐，搅拌至食盐
不再溶解为止；第二步，将一根棉线放在搅拌好的浓盐水中浸泡，
拿出来晾干；第三步，用筷子提起晾干的棉线，点燃火柴燃烧棉线；
第四步，从棉线的低端一直烧到顶端。由于实验接触火种，教师要
叮嘱学生注意安全，其次，教师分配实验任务，让学生分工合作完
成实验，一名学生搅拌盐水，一名学生负责浸泡棉线并将其晾干，
一名学生用筷子提起棉线，一名学生燃烧棉线后记录探讨结果。通
过实验与讨论学生得出了实验中的物理知识，盐是不能燃烧的，浸
泡过浓盐水的棉线在加热的过程中盐水结晶包住了棉线，这令棉线
看起来像是没有被烧断一样。小组合作学习能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获得崭新的学习思路，这使学生的学习能力得到了有效地提升。 

结束语： 
物理教师想要为学生带来高效的物理课堂，就要进行教学理念

的革新，通过将学生的实际情况、学习需求作为重要的参考条件，
创设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课堂，使学生能灵活地将所学知识运用
到日常生活当中。有趣的情景导入能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中，学
生的学习注意力会得到有效地提升。通过培养使学生拥有良好的学
习习惯，能使学生更好地进行知识的学习，而小组合作学习也为学
生提供了自主探索的空间，进一步强化了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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