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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物理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非常强的学科,在一定概念基础上,都需要实验操作来对理论进行检验,从而加

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而目前在较为偏远的农村中学,实验教学开足开齐有一定困难,更不用说帮助

学生奠定一定的实验基础了,基于这种情况,大力开发和利用农村学生身边的现有资源,提高农村中学实验

开出率,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实验能力和科学素养,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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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了“从生活走向物

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新课改理念,要求物理教学一定要

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学习物理对生活的重

要意义,全面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兴趣和激情,让学

生能更好地学习物理基础知识,打下扎实的基本功,能真

正地在未来工作和生活中,应用到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农村中学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明知实验教学是物理理

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相互结合并互相促生的重要教学手段,
但要让实验教学在农村中学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反而难

以实现。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大部分农村学生

擅于使用生产工具,但对其蕴含的物理知识及原理却不甚

了解。作为物理教师,如果能够做到在物理课堂中把日常

生活用品及农村生产工具的使用方法与这其中蕴含的物

理知识和物理实验原理有机结合,将会有效激发农村学生

对物理课程的学习兴趣,同时还能够培养学生们善于观

察、勇于探究的习惯,进而提高农村物理实验教学的质量。

1　利用简单农业生产工具,使实验教学贴近现实

广大农村最不缺乏的就是品种多样的农业生产工具

及运输工具,其中又涉及了广博的物理知识及原理,在学

生能熟练操作农业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如果教师能充分挖

掘学生喜闻乐见的资源,把简单农业生产工具应用于不同

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中,创设出不同的实验装置或实验

用具辅助教学,学生人手一套实验器材,既弥补了农村物

理实验器材相对不足的缺陷,又能将实验教学落到实处,
事半功倍。比如,我们在讲解重力的相关章节时,可以联

系实际生活,重力是无处不在的,许多农村家庭在装修新

房子请工匠师傅砌墙时,常常利用重锤线来保证新墙面的

垂直;在农业生产中的抛秧技术同样也是利用了重力方向

竖直向下以保证秧苗垂直入土,头上脚下,正确站立。我

们在学习杠杆的支点、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臂的概念

时,可以用农村极为常见的撬棒或铁锹作为教具,学生通

过撬棒或铁锹撬起重物的体验来理解学习杠杆的五要素,
用理论联系实际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在探究增大或减

小摩擦力的方法时,我们可以列举自行车和摩托车的把手

和轮胎上都制有花纹是为了增大摩擦力,而我们经常要给

它们的链条上抹润滑油又是为了减小摩擦力。还有农业

生产机械的轮胎不是扁平的而是圆形的是为了变滑动为

滚动来减小摩擦力。农业生产中,铁犁犁田是非常常见

的,因为犁头非常锋利,且设计的个头小,与田间产生的摩

擦力就比较小,进而能减轻犁田时的阻力。在研究增大或

减小压强的方法时,可以列举锄草时锄刃要磨利、推土机

的推土铲刃做得很锋利都是通过减小受力面积增大压强

的,而推土机用宽大的履带来支撑是通过增大受力面积来

减小压强的等等。

2　运用常见物品和常见现象,使实验教学趣起来

课堂上,随机利用学生身边的生活或学习用品,作为

实验教学的仪器或用具,学生准备容易、体验深刻,学习效

果不言而喻。例如,研究声音的产生时,我们就可以让学

生拿出自己的刻度尺,一头放在桌上用一只手压住,另一

头伸出桌边用另一只手拨动,这时便会听见有声音发出,
说明声音是由物体的振动产生的。在研究区分物体的弹

性和塑性的区别时,我们可以让学生每人准备一根橡皮

筋、小弹簧、易拉罐和橡皮泥,通过拉伸或压缩这些物体去

观察弹性和塑性的区别。在学习摩擦起电时,可以让学生

用塑料三角尺或塑料笔杆在自己的头发上摩擦,便可以吸

引起小纸屑,帮助学生对摩擦起电现象的理解。或者是在

流体压强与流速关系课程内容教学时,让学生拿起两张

纸,处于平行状态,然后用嘴对着中间吹气,两张纸是相互

靠拢还是分离? 让学生学会观察,然后学习流体压强与流

速的关系。再如,在探究平面镜成像的规律时便可以用玻

璃、蜡烛、白纸、刻度尺、铅笔这些身边容易找的物品作为

实验器材去探究,最终得出结论。实验教学过程中,学生

亲自动手操作、体验类似的小实验,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物理的兴趣,而且也使学生从中受到更多启发,这样他

们便会积极主动地利用身边相关物品去探究物理知识和

规律。
有些物理知识或规律让学生直接去理解显得枯燥难

懂,如果我们借助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或经验帮助学生去理

解物理实验规律,便显得容易理解且有趣。例如,在探究

温度对分子扩散快慢的影响时,可以用夏天学校食堂饭菜

的香味在距离较远的操场都能闻见,而冬天就不行。在学

习惯性知识时,我们可以用同学们用扫帚打扫校园卫生

时,扫帚头变松了,同学们常用撞击扫帚把下端的方法使

扫帚头套紧在扫帚把上,这是因为扫帚把撞击在地上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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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时,扫帚头由于惯性会继续向下运动,这样扫帚头就

会紧紧地套在扫帚把上了。探究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时

可以用人们为了让洗净的湿衣服很快晾干,便会把衣服撑

开晾在室外的太阳光下的例子,这是通过同时增大液体的

表面积、增加液体表面上方空气流动的速度、升高液体的

度加快蒸发速度。在学习汽化和液化的概念时,生活中常

见的汽化现象有:教室洒过水后,水很快就干了;人游泳过

后上到岸上感觉身上冰凉等都属于蒸发现象。冰箱中取

出的冰棒冒“白气”;冬天从室外到室内眼镜上的“白雾”;
冬天玻璃上的小水珠;冬天嘴里呼出的“白气”;夏天自来

水管“出汗”;自然界中雾和露的形成等都属于液化现象。
我们还可以用摩托车等交通工具上陡坡时采用换低挡的

方法来提高动力这一现象加深学生对P=Fv这个公式的

理解,即当交通工具发动机的功率一定时,速度越低,发动

机提供的动力就越大,这样就能保证交通工具载着人和物

顺利爬上陡坡等等。

3　动手制作、变废为宝,使实验教学活起来

物理实验教学中,可以让学生自己制作一些简单实验

仪器,既锻炼了学生动手能力,还增强了学生的环保意识,
又能让学生对将要用自己制作的仪器探究物理知识产生

强烈的好奇心,最终探究出来的物理知识学生肯定记忆深

刻。如在研究连通器的原理时我们可以让学生每人找一

个废弃的带嘴的醋壶或酱壶,里面装上一定量的水,通过

观察最终得出连通器的工作原理是:当连通器中装的是相

同液体且不流动时,连通器各部分液面总是相平的。在探

究影响压力作用效果的因素时,我们可以让学生利用硬纸

板和小铁钉制作小桌子,再找一些废海绵和大一点的木块

进行探究。在研究流体的压强与流速的关系时我们可以

给用过的吸管上面绕一些细铁丝制作一个简易的漏斗,然
后给上面放一个轻黏土揉成的小球,给吸管中吹气,就会

发现小球在简易漏斗上方不停地旋转,而且随着简易漏斗

的移动,小球也会跟着移动,从而得出流体的压强与流速

的具体关系。在研究电性时,可以提前准备两个充满气的

气球,并将吹气口打结,同时准备一下碎纸屑。手拿气球

在头发上进行反复摩擦,随后将气球放在碎纸屑上发现纸

屑被吸引,粘贴在气球表面,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摩擦起

电。用细线将两个气球进行连接,随后在头发上进行反复

摩擦,最后提起细线发现两个气球被分开,通过实验发现,
摩擦产生的电视同种电荷,且互相排斥。也可以通过简单

实验说明水的张力:实验前准备空的易拉罐,用钉子在易

拉罐底端钻五个大小间隔一致的小孔。将易拉罐内装满

水,可以发现水从五个小孔中流出,将五股水流粘合在一

起后可以变为一股,用手抚摸小孔后,水流又从五股中流

出。通过实验可以说明水流的流出股数与水的表明张力

有关。通过小实验装置的制作,丰富了教学资源,还能真

正将课堂与生活联系起来,让学生对丰富的实践课堂产生

浓厚的兴趣,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参与实践活动,锻炼学生

们的动手能力、思考能力,拉近学生与课堂的距离,真正让

学生在“始于欢乐,终于智慧”的氛围中学习物理知识。

4　依托科技馆、科技创新社团,使实验教学新起来

农村中学科技馆中的每个展品都蕴含着物理知识和

实验规律,我们可以带领学生亲自动手体验,挖掘每件展

品中的物理知识和规律。例如,在探究光的反射原理时,
可以带领学生参观“颜色屋”,不透明物体的颜色取决于反

射光的颜色;在探究磁场与电流关系时,可以带领学生观

察会“跳舞的磁液”,电磁铁通电后会有磁性,产生磁场,磁
性运动在其中,而音乐的大小反应了电流的大小,呈现出

磁液随音乐舞蹈的现象。在探究流体的压强与流速的关

系时我们就可以带领学生利用农村中学科技馆中的“会听

话的小球”这件展品的演示来总结出流体的压强与流速的

关系。如在探究光的反射和平面镜成像规律时就可以通

过“窥视无穷”这件展品来演示。当探究发电机的工作原

理时就可以通过“手摇发电机”这件展品让学生体验并理

解等等。通过参观和体验科技馆展品,使学生对科技创新

和动手实验产生浓厚兴趣,这时便趁机在学校开展科技创

新社团,引导学生动手制作一些日常用品,如自制口红、香
皂、头饰等,组装一些简单的电子小产品,如小台灯、小风

扇、双通道遥控小汽车等,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

能力。
总之,物理实验教学中可利用的资源形式多样,我们

除了利用好实验室现有的实验仪器和设备外,应该让眼界

更宽一些,心思更活一些,本着勤俭节约的态度,合理利用

和开发其他有利于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的多种资源,以使实

验教学的可操作性更强,有效调动学生对实验操作的积极

性、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有效提升物

理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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