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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精心微化演示实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提高实验的探究性内涵，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拓展真实的实践性项目，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三个方面阐述，如何在实践中微化物理创新实验，从而深化学生体验，促进学生学科素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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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具有好奇心和求知欲，这是人的心理本能，但不可能

一直保持和发展好奇心。好奇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求知欲,

进而发展为对科学的兴趣。在我们物理学科的教学中，就是要利用

实验，特别是创新实验，不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从而让求知欲能

不断地迸发出来，成为学习的内驱力。本文所谓的“微化”，是将

实验作为一个核心载体，形成一个能有效进行问题解决的微设计，

最显著的特点是：简约、高效。下面从三个方面阐述，如何微化物

理创新实验，从而深化学生体验，促进学生学科素养的形成。 

一、精心微化演示实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 

演示实验是教师为配合课堂教学而做的表演示范实验，它具有

趣味性、灵活性、直观性等特点，深受学生欢迎，是教师施展教学

艺术的独特方法。基于课本上的基础实验，我们在设计时要从内容、

形式、手段、可视性等多方面进行创新，从而让学生得到真正的体

验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例如：在探究《光的直线传播条件》时，我用亚克力玻璃制作

了中间有隔层（竖直方向）的长方体盒子，靠近光源的前面一半注

入不同浓度的糖水，后面注入较多的肥皂水。通过向同学们展示光

在不均匀糖水中弯曲的路径，并与后面光在均匀肥皂水中传播路径

对比，引发学生思维冲突，再将糖水搅拌均匀发现光的传播路径由

弯曲变为直线的过程，与后面光在均匀肥皂水中传播路径相重合，

进而引导学生思考，自然地得出光在均匀介质中沿直线传播的条

件。再例如：学习惯性的时候，为了使学生对质量影响惯性大小这

一因素理解的更加深刻，我们可以采取扔树叶和石子，比比谁扔的

更远；再进阶到，模拟汽车启动时，封闭车厢内氢气球往哪里跑，

如果是刹车后氢气球又往哪里跑，让学生逐步加入理解。再例如：

为了更好的理解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我们可以用弹弓射击静止和

运动（两方向）的纸，从而模拟鸟撞机这一现象；空中加油可以让

学生当场先模拟，再看视频。再例如：通过冰熔化成水质量究竟变

不变这一现象，引导学生发现先变大，但把杯子外面的水擦干后质

量又不变，从而发现冰熔化成水质量确实不变，并发现在实际过程

的一些实验要点和原因。 

总之，通过演示实验可以激发学生去思考，让学生参与知识的

形成过程，并自然的接受物理思想方法的熏陶。在演示实验中可以

提高学生思维的广泛性；在演示实验中可以提高学生思维的深刻

性；在演示实验中可以培养学生思维的独立性；在演示实验中可以

提高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二、提高实验的探究性内涵，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会让学生自主实验，但有的时候会不知

不觉的变成了验证性实验，它由于缺少探究性的问题，从而会引起

了学生对验证性实验价值的怀疑，并且久而久之对实验失去了兴

趣。当然，我们不否定验证性实验的重要性，在很多时候它还是必

不可少的，但我们要赋予它探究性的思想，因为我们培养创新性的

人才，需要让学生通过实验学习探究的思想和方法。 

例如：在探究《物体颜色之谜》时，我自制暗盒，利用三原色

演示仪发出的红光、绿光、蓝光分别照向暗盒底部的兔子图像，从

而让学生自己探究物体颜色的真正原因，从而提高他们的实践能

力，并再用烟雾显示光路的能力，使反射光线可视化，即当一束绿

光照在红色纸上，我们是看不到反射光线的。再例如：在《简单电

路设计》中，我不是纸上谈兵，仅仅让学生在纸上画图设计，而是

引导学生成立研究小组，自选课题，利用老师提供的器材设计并制

作电路，再以小组为单位上台展示，并与其他同学交流和评价。在

展示环节中，我并不是让展示的学生一竿子说到底，而是让其他同

学都能参与进来，避免让课堂只成为个别学生的舞台，达到了生生

互动，生生促进的效果，并不断培养学生观察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以及反思质疑的态度。再例如：为了更好的进行杠杆中力臂概念的

建构，我们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微设计：一个勺子平衡后哪边重？从

而想到切，于是找到胡萝卜一切为二，通过天平称量，从而让学生

发现问题，激发探究的热情。接着通过一个跷跷板游戏，让两个体

重不同的人去选择位置，直到平衡。通过这个实验的微设计，学生

最终一定会对力臂这一概念理解更深。 

总之，对于验证性实验，我们要赋予它探究性的思想；对于探

究性实验，我们要挖掘它探究性的内涵，并在实践中不断地突破基

于书本的基础实验，从而深化学生的学科素养。 

三、拓展真实的实践性项目，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培养学生物理学科素养的核心内容之

一，而通过实验创新是其关键所在。创新能力要求和谐的教学环境，

扎实的知识基础和科学的创造性思维，教师的创新示范要作为前提

和引导，从而激发学生主动求新求异。 

例如：在学习完声音这一章节后，我们可以展开这样一个真实

的实践性项目，即利用所学的知识，并结合身边简易的器材，自制

一个乐器，可以是管乐器，可以是弦乐器、也可以是打击乐器等，

并能演奏一首简单的歌曲，最终可以把较好的作品结合在一起，组

织一场我称之为“奇思妙想的音乐会”。再例如，自制一个简易的

密度计，首先可以让学生 PK 自己各自的初步方案，然后讨论交流，

发现简介而高效的方法，最终在老师的指引下，选购合适的器材制

作出一根属于自己的密度计，并能较为准确的测量各种液体的密

度。再例如：在学习完简单机械和能量后，我们可以引导学生结合

这两章的知识制作一个机械模型，要求里面要涉及到三种不同的能

量转化过程，并有简单机械的应用，最后能将一个气球升空。这样

的实验设计不仅有乐趣，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也能锻炼思维能力。

这里的微设计，也给单元复习课提供了一种有效且高效的思路：由

金典的旧情景到与时具进的新情景，利用真实的实践活动作为载

体，不仅能使结构化知识，而且还能帮助学生进阶到新的能力的发

展。知识结构化其实质是学习进阶的过程，而实践活动，又体现出

学生设计和发明的味道。 

总之，我们要在教学中加大实验的创新，不仅停留在书本仅有

的实验，可以适当的进行学科内的综合，学科间的综合，甚至延伸

到课外，并把实验不断的提升为实践活动，让它的自主性，开放性，

生成性和创造性得以体现，从而让实践活动引领学生核心素养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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