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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初中物理生活化教学的实践方法 
范思武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王家庄九年一贯制学校  655102) 

摘要：物理现象无处不在，在生活之中随处可以看到物理现象，物理知识也源自生活，所以教师需要将物理教学同生活实际相
结合。在初中的物理教学中，一些教师没有了解学生是否愿意学习物理，忽略了学生的态度和想法。所以，物理教师要既能联系生
活实际，又能联系书本知识，在此基础上提升学生的物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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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物理是探索事物现象和规律的实践型学科，教学内容与实际生

活密切关联。生活化教学模式就是基于学科特点和学生的学习需

求，让物理教学过程和学生的生活经验产生联系，以降低物理知识、

概念、原理的学习难度，提高学生应用物理知识的能力。为提高初
中物理教学活动的有效性，笔者通过反思传统课堂中生活化教学环

节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简述应用生活化教学模式的思路，旨在全面

提升初中物理教学活动的组织效果。 
一、初中物理堂中生活化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 
（一）生活化教学理念有待强化落实 

新课改背景下，生活化教育理念作为核心教学理念出现，指导
各级各学科的教学工作，但是传统的初中物理课堂中，生活化教育

理念贯彻落实不到位，还需要继续深入探索教学改革思路，逐步完

善生活化教学模式。有的教师对生活化教育理念认知浅显，无法在
实践教学环节落实新的教育理念；还有的学科教师在教学工作中习

惯了以自己为主体，因此在构建生活化物理课堂的过程中，关注的

中心和重点还是自己如何开展生活化教学活动，并不注重引导学生
自主观察生活、了解生活、主动思考生活化问题，因此生活化教学

模式在构建与应用上都还处于初级阶段。 

（二）生活化教学模式实施路径不合理 
传统教育理念对教育者普遍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目前初中物

理课堂延用“填鸭式”教学模式，理论知识讲解与题海战术占据主

导，教师无法实践教学意识，没有基于学生生活经验构建生活化教
学框架，导致教学过程枯燥、效率低下，学生丧失学习兴趣，对物

理知识的实践应用价值缺乏认知，这也违背了开展物理教学活动的

初衷。 
二、初中物理生活化教学的方法 
（一）将多媒体技术融入生活化教学 

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科技已经融入了学生的生活与学习之
中，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强了教学的多样性和可塑性，学生可以在更

加广阔的大数据信息化领域中锻炼思维。迪伊·霍克曾说过：“问

题永远不在于如何使用头脑里产生崭新的、创造性的思想，而在于
如何从头脑里淘汰旧观念。”这就要求教师去开创学生的思维。将

多媒体技术融入教学是一种符合学生需要的新型教学手段，通过计

算机来呈现信息的载体，如文字、图像、语言，通过、声音、光学、
电子等手段来丰富教学内容，这种教学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培养学生的能力。例如，在讲解《水的密度的物理意义》一课

时，教师可以提前搜集与水这一元素在自然界的范围、相关特性和
作用有关的课件资料，通过多媒体设备共享教学课件，使得学生可

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水与生活密不可分。教师再提问：“为什么日

常生活中人们在游泳时可以漂浮在水中。”这一常见的生活现象让
学生可以联系生活、主动思考,学生的脑海中也会对这一现象的印象

更为深刻。在学生积极思考和交流的同时，教师要给出答案，让学

生明白水的密度和人体密度非常相似这一概念，再结合相应的课件
进行讲解。这样学生会深刻地记住水的密度这一物理意义，对接下

来学习密度的物理意义是物质的一种特性这一概念打下基础，明确

教学目的，使得教学效果较为理想。 

（二）将生活元素导入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堂导入是教学的开端，一个好的课堂导入可以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能积极地引导学生展开思考与讨论，可以为接下来的教

学作出良好的铺垫，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生活作为物理课堂

与学生之间相连接的桥梁，起到良好的衔接作用。对于学生来说学
习生活中的事物比学习书本上的内容会产生更为深刻的印象，将实

际生活与物理知识相结合，可以让学生耳目一新，不再是学习枯燥

的理论知识。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乐趣，让学生对学习有了兴趣，
这样学生便可以更加集中注意，参与到接下来的课程讲解过程中

来，从而提高课堂学习的效率。例如，在学习“惯性”这一知识点

时，首先，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去操场，并问学生是否明白为什么冲
刺跑步的过程中不能立刻停下来，跑的快慢是否会影响到停下来的

难易程度。其次，教师组织学生在操场上亲身体会，当学生有了亲

身经历之后，自己就会发现这一问题，带着疑虑来完成这一知识点
的学习。在这种耳目一新的教学方式下，学生也会对学习产生浓厚

的兴趣。 

（三）创设生活化教学情景 
情景教学法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应用价值突出，基于生活中常

见的物理现象给学生打造直观、生动的学习环境，利于营造良好的

教学氛围。生活化教学情景需要丰富的生活元素，为提高情景创设
效果，我们在初中物理教学活动中可以借助多媒体辅助打造生活化

教学情景。在教学准备阶段，除了多媒体设备，我们还要基于教学

需求准备其他相关的生活化教学工具，以丰富情景内容。以《光的
折射》一课的教学为例，通过多媒体播放“渔民叉鱼”的视频，基

于视频内容提问学生到底应该如何瞄准河中的鱼才能够提高成功

率呢？给学生提供自由讨论空间后，我们可以尝试在课堂上通过演
示实验激活学生思维，利用课前准备好的小型鱼缸、鱼模型和木棍，

让刚才在讨论中持有不同观点的学生参与简单的操作来验证自己

的结论。在这一环节后，我们再结合课本知识具体展开教学，解释
光的折射规律，进而融入生活案例引导学生应用光的折射解决实际

问题。 

结束语 
物理知识具有一定的多样性，给学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物理

生活化教学相对于传统以语言讲解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的教学方法

而言，物理教学更贴合实际生活，学生可以从生活中学习知识，并
将原本较为抽象的物理知识内化。这样学生可以用多重思维和不同

的理解方式来直观地感受物理现象，从不同的角度来学习物理知

识，这也有利于教师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物理知识、
运用物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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