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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物理实验教学有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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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高考下的物理考查内容除了包含教材的主要知识点以外，近几年还流行引入国内物理最新研究进展一类的题型，

考查学生的学科思维和理论应用能力。物理实验教学作为揭示物体运动原理与规律的重要内容，在该环节的教学工作中，教学人

员将教学视角与当前新高考制度与考查内容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在物理实验的学习中接触高考的物理考查内容，以此做好知识点

深化、复习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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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main knowledge points of the textbook, the physics examination content under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has also been popular in recent years to introduce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in domestic physics, which tests students'

disciplinary thinking and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to reveal the principle and law

of object motion, in the teaching work of this link, the teaching staff will combine the teaching perspective with the current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content of the examination, so that students can contact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content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the study of physics experiments, so as to prepare for the deepening and review of knowledg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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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制度的改革以及学科知识点考查方面的变化，都促

使教学人员转变传统的教学思维与教学模式。当前物理高考内

容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体现在填空题与计算题上，选择题多数

情况下主要考查学生对学科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在新时期的高

考改革背景下，教学人员需在实验教学的模式上进行调整，并

结合高考动向使学生能够在物理实验的学习中，具备较好的理

论应用能力和逻辑思维。

1 高考物理考核特点分析

新高考背景下，学生物理核心素养被作为主要考核对象，

其包含的概念较多。第一，宏观辨识和微观探析能力。由于物

理学科的研究对象为自然界的多种物体对象或者物质对象，学

生需要从不同角度、层次认识物体和物质的多样性、分类特点

等。从该项能力的核心内容上看，新高考主要强调学生是否能

够从宏观与微观层次上完成物质的分析以及实际问题的解决。

第二，变化观念和平衡思想。自然界的物质是不断运动、

变化的，学生在物理学科的理论知识学习中，需要意识到该项

特征，并了解物理变化需要的特定条件与规律。该项素养能力

主要从物理学科的研究内涵出发，强调学生在物理理论知识学

习中是否能够辨识物理变化的本质和规律。当代的物理学科核

心素养培育，需要教学人员在物理实验展示与物质性质探索的

过程中，引导学生基于学科规律和外在动态发展过程认识物理

变化的内涵[1]。

第三，证据推理和模型认知。物理学科的研究内容主要为

物质的变化，学生在学习时，需要具备根据物质变化或者生成

的相关假设，分析、推理与总结研究对象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特

征、构成要素与变化规律等。最后，学生还应具备建模能力与

模型分析能力，通过构建模型的方式论证自身的理论研究经

过。

第四，科学探究和创新精神。科学研究工作是一项不断创

新、不断发展的活动，对于物理学科的理论知识学习也是同样。

学生在当前的物理理论内容学习中，需要具备较好的科学探究

精神与创新精神，能够在现有的课程理论知识学习中，通过深

入学习、经验总结与规律辨析等方式，不断完善自身的学科知

识体系，并基于实验方案设计、调查方法等方面的实践，锻炼

自身的创新能力[2]。

第五，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科学研究工作的目的应是面

向全人类，在严谨、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下，学生需要具

备崇尚真理、造福人类、服务社会的责任心，以此在正确的思

想价值观念下，对待当前的学科理论学习[3]。

2 新高考物理考核现状

高中新课程改革主要体现在学生综合能力考试方向的转

变上。物理课程理论内容的学习更注重学生的理论应用能力和

实验探索能力。随着教材的增加、删除、补充和更新，也对教

师的教学工作提出了相关要求。从能力测试的角度来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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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测试学生区分实验问题设计的能力，即实验原则、步骤和

材料应用的合理性，使学生能够纠正错误，优化实验过程；第

二，根据命题者对实验案例的设计和问题设置，学生可以通过

实验表达能力，即实验过程的逻辑和规范表达，表达实验结论

和相关操作；第三，测试学生的计算能力。近年来，高考物理

课程改革以实验模式和案例设计为基础，更加注重学生基于实

验过程的计算，如给出实验测量数据、过程和结论，让学生思

考其中包含的数据处理问题。

3 培养学生实验综合能力

实验综合能力涉及学生对实验原理的理解、实验数据分析

能力与实验误差概念等。在物理实验原理的教学中，教学人员

应基于设置实验的目的、原理运用或者理论依据、实验或者验

证过程讲解，使学生能够在物理实验的学习中基于根本性的实

验目的，理解其中所运用的物理定律、公式或者图表设计意义

等。其次，针对不同的物理实验过程，教学人员还应指导学生

详细的实验操作步骤，如在电学实验中，应该如何做好电路连

接、电气调整与测试仪器的安装等。在力学实验中，则需要指

导学生指甲花伦的安装、牵引线的走向控制或者斜面倾斜度的

设置等。物理实验的各项操作流程都会对最终的实验结果。新

高考物理考核对于学生的学科能力考查之一就是观察能力与

实验分析能力，物理实验原理的流程化与详细化教学讲解，有

助于学生加深对物理实验过程的理解，并从具体实验操作的改

变中锻炼分析能力。

其次，教师还应在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记录数据、观察数

据与分析数据的习惯和能力。物理实验的最终结果分析离不开

关键步骤的实验数据变化，这也是高考题型中考查较为频繁的

知识点之一。物理实验不同节点的数据变化包含预期、非预期、

合理、不合理等概念，多数情况下为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所致。

系统误差主要指实验仪器本身存在问题或者实验原理运用不

当、实验流程不合理等；偶然误差主要指统一实验项目在进行

多次实验后，得出的最终结果存在误差，对于该种情况则需要

指导学生取实验数据的算术平均值。偶然误差的大小与实验次

数都应影响到算术平均值的计算次数，根据偶然误差的大小，

教学人员应在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对实验结果的综合评估能

力与数据分析能力。在系统误差的教学方案上，教师应指导学

生养成校准实验仪器的习惯，如螺旋测微器的零点不准，教师

可指导学生校准测微器的方法或者进行实验流程的调整。关于

实验数据异常分析的题型在高考物理的选择题或者填空题中

较为常见，在实验教学中培养学生对实验数据的敏感度与解决

策略，有助于学生更好应对后续的高考内容考查。

最后，在实验报告阶段的教学中，教学人员应指导学生根

据原始记录与自身的实验体会撰写实验报告，并记录详细的实

验步骤流程、所用仪器、方法原理、数据结果等，使学生在实

验报告的总结阶段树立较好的全局观念。实验报告的撰写考查

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反思能力，如反思实验中存在的不足、分析

物理定律在实验中的应用特点等。不同实验项目对于学生学科

理论学习具有综合性考查的作用，教师应对该环节的教学指导

引起重视[5]。

4 结合思维导图展示实验内容

思维导图属于一种思维具现化学习工具，通过思维流程的

呈现，使学习人员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合理划分知识点，进而起

到学习效率提升的作用。高中阶段的物理内容具有显著的逻辑

递进与知识点分支特点，学生仅靠记忆力难以将所学知识点进

行有序分类和记忆。思维导图的作用之一就是细化思维线路，

学生可以通过思维导图的推导细化知识点分类，有助于实验步

骤的记忆、公式或者定理的应用等。高中实验教学的内容包含

多项内容，如电学实验与力学试验等。不同类型的实验项目的

考查重点也具有一定差异。在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的思维导图应

用中，教学人员需要结合实验项目所涉及的理论知识，通过实

验步骤的思维导图设置，使学生结合主要的实验步骤内容思考

或者观察物理理论内容所具有的特点。思维导图在物理实验教

学中的应用，能够使学生拆解教师 所展示实验项目的具体步

骤，并从这些具体步骤逐步加深对物理理论内容的记忆和理

解。随着新高考制度考查学生的知识点增多，教师应在实验教

学工作中指导学生高效的学习方法，确保学生能够结合高效的

学习模式进行物理实验的学习。

形变的物理概念在教学过程中的阐释中，教师可按照思维

导图课件的指示，将学生通过分组进行实验证明，实验道具包

含胶棉、橡皮筋、橡皮泥和面包。使学生向实验物品施加力，

随后，教师引导学生完成实现准备的表格，通过分析填入的表

格信息进行形变与弹性的概念分析与比较。教师在表格制定的

基础上，通过思维导图的形式，使学生观察轿车与面包的实际

案例，同时提出非弹性形变的概念。对于学生提出的：“是否

所有物体都存在形变”这一问题，教师可向学生示范模板的受

力实验，使学生能够观察模板在承受压力时发生的微小形变，

以此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该部分的思维导图如图 1所示。

图 1 形变——思维导图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4卷第 10期 2022 年

15

又如，在弹力教学中，如图 2所示，弹力的章节理论内容

指导可遵循该逻辑思维导图进行教学，教师根据自身的授课情

况或者流程情况等进行应用。在弹力这一章节的理论内容教学

过程中，教师可向学生演示小车拉伸与压缩弹簧的实验，引导

学生进行观察、分析与讨论，随后再结合教师的讲解进行实验

内容的总结。教师在该部分章节的教学内容上，可引导学生回

顾之前形变的章节内容，如拉弓射箭的案例，使学生能够从具

体案例中进行弹力内容的定义总结、作用分析以及产生所需要

素等。教师在该环节的实验示范讲解上，可引导学生进行分组

讨论，使其能够在知识交互、思想碰撞与达成共识的基础上，

认识弹力产生所需要素即产生的变化情况等。

图 2 弹力——思维导图

5 开展生活化物理实验教学

高中物理学科在大部分的理论内容章节上，主要通过实验

教学讲解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理论灌输，使学生一方面能够结合

教材内容的知识点与教师的实验教学讲解展开学习，另一方面

使学生能够从教师的教学实验引导过程中逐步提升自身的理

论运用能力，以此达到较好的综合素质能力成长。教学生活化

对于教材内容的展开、学生思维的引导与实验过程讲解具有不

同方面的要求，教师需要注重教材内容生活化的合理运用，如

在磁场对通电导线的作用力讲解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在课外生

活中进行实验教材的采集，或者在通过合作探究的方式，一同

参与至学生的实践活动中。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可从现

实生活中进行实验道具的选取，如运用玻璃盖、锡纸、金属笔、

盐水等，首先将锡纸贴于玻璃盖内侧周边，中心放置金属笔，

再和负极进行连接，在该关节的实验展示过程中，可向水面添

加纸屑，使学生通过观察纸屑流动所构成的样式进行思考。该

种实验教学方式所运用到的素材均来自现实生活，生活化的教

学模式可以引导学生从现实生活中积极探讨与物理课程相关

的知识，并拓展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验探究方式。

教学生活化的模式还较为强调学生的主体性，通过融入学

生的现实生活经验的方式，可使学生结合以往自身的观念与经

验等，基于课程理论内容的学习与课外实践等，转变学习思维

进行教材理论内容的深入学习。教师在该环节的教学工作中制

定上，一方面需要积极挖掘学生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需要基

于学生的生活经验进行相应的教学引导，以此使学生在结合自

身生活观念与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较为深入的课程理论内容学

习。比如在电动势能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通过生活中常见的

电池展示，使学生观察电池上标注的 1.5V标识，部分学生容

易将其理解为电池的总电压。教师可根据学生表现出的生活常

识等展开相应教学，并纠正与物理课程知识相出入的观念，如

电压主要由电场中存在的电势差产生，外电路中的正电荷才能

通过电场存在的作用力进行“正－负”的方向的流动。电池上

的 1.5V字样主要指电动势，即电源能够对电能转化的程度描

述。

6 基于合作学习开展探究式教学

合作学习在目前的学科理论教学工作中相对常见，通过发

挥学生自主性的方式，使学生之间通过相互帮助、沟通商议的

方式进行课程理论内容学习。虽然主体对象从单数变为复数，

但也是在发挥探究式教学理论的基础上，使学生之间可以通过

合作探究的方式，训练自身的沟通能力、思维逻辑能力与合作

探究能力等。在该环节的探究引导工作上，教学人员应事先进

行学习小组分配，同时通过问题的设置，使学生之间基于小组

为单位进行分工式探究，以此使学生在沟通、 探究互助的基

础上进行课程理论内容的学习。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可

设置实验论证的主题内容，使学习小组成员通过实验论证的方

式进行课程理论内容的复述。比如，在平抛物体运动的实验研

究中，教学人员可引导学习小组思考如何从运动合成与分解视

角上，对抛体运动进行描述？并如何通过实验与计算的方式，

验证教材理论的猜想？

7 结语

从物理核心素养的内容上看，教学人员在新高考的背景

下，需拟定相应的教学计划与教学方案，从不同角度、不同方

面、不同层次对学生进行素养培育，使学生可以在当前的学科

理论知识学习时，可以树立较好的学习观念、思想价值观念与

治学态度等，以此应对当下的高考改革、变动与学科素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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