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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物理趣味性教学的探究与实践 
◆张小兰 

（四川省德阳市绵竹玉泉学校  四川德阳  618200） 

 
摘要：物理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特征，和自然、生活以及科技等领域

之间都具有密切联系。因此在初中教育阶段实施物理教学，对于初中生

的物理素养培养具有积极意义，是促进初中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物
理教学一直是初中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学生面临比较抽象的教学内

容，通常学习兴趣不高，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积极激发学生的物理学习兴

趣，构建学生为本的课堂教学活动。笔者在本文中致力于分析培养初中
物理学科教学活动的有效办法，希望上述研究内容可供参考，有效促进

初中物理学科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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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物理是初中课程教学体系中的重要学科教学内容，对于初中

生的物理素养培养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现阶段我国初中物理教学
有效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兴趣教学法以学生的兴趣特点为基
本参考，符合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是一种具有科学性和高效性
的教学方法，因此将其应用在初中物理教学活动中能够为教学有
效性的提升提供助力。 

一、发挥物理学史在教学中的作用，引起学生物理学习兴趣 
物理学史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

面既有可敬可佩的英雄人物，也有物理学家的欢乐与痛苦，有成
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有奋力拼搏激动人心的科学革命，它
能引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1]。我们在教学中充分利用了
阅读材料，并根据需要设计一些启迪学生思维和兴趣的思考题。
如介绍了牛顿的“苹果落地”这一富有浪漫色彩的故事后让学生
讨论：苹果落地很多人都看见过，为什么牛顿就想到了这是地球
引力作用的结果呢?通过讨论学生们认识到，牛顿并不是凭他的
天才一看见苹果落地就想到了万有引力，而是他长期思考地球引
力的结果。苹果落地只不过触动了他的灵感，而灵感却来源于努
力探索。这样就避免了学生认为卓越科学家的发现是高不可攀
的。 

二、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利用教学情境激发初中生的物理学习兴趣也是可行的，教学

情境具有的显著特点就是可以将学生迅速拉进教学环境和氛围
中，对初中生来说，营造物理教学情境化解了物理学科的枯燥性，
使学生萌生主动探索学习的欲望[2]。例如，在《在光的世界里》
一章，主要向学生介绍透镜的基础知识和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应
用，是初中物理光学知识的主要组成部分。教师可以在课程开始
前向学生们介绍一些在生活当中的透镜应用实例，创设相关的生
活情境，用生活当中常见的事物进行说明，使知识变得简单，易
于被学生理解和接受，如生活常见的照相机、放大镜、投影仪等，
可以让学生了解具体的凸透镜的成象原理，然后让学生自己动手
制作简单的照相机模型，使学生感受自己动手实践的乐趣，从而
激发学生对物理的学习兴趣，树立自信心，增强教学效果。 

三、应用幽默的语言，提高物理教学趣味性 
教学语言对学科教学质量产生的影响十分显著，因此说教学

语言属于教学方法的构成部分。构建趣味性课堂，就要求教师在
教学语言应用上可以突出幽默特点，感染学生，消除学生的畏难
心理，这对于畏惧物理学科学习的学生来说有很大意义。初中生
正处于青春期，具有旺盛的好奇心和精力，利用幽默语言能够拉
近教师和学生的距离，为后续教学活动开展也做好了铺垫。因此，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初中生活泼好动这一特点，不断修炼自己的语
言功底，应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吸引学生注意力，让学生在轻松愉
悦的氛围中理解和掌握物理知识[3]。教师要尽量发挥语言的魅力，
提高初中物理教学的课堂效率，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达到最佳教
学效果。例如，初中物理《乐音的三个特征》一节的教学中，可
以引入《小红帽》的故事加深学生对声音特性的理解。教师让学
生讲一下《小红帽的故事》，学生简单讲述：“从前有个非常可爱
的小姑娘，人见人爱。她的外婆送给她一顶红色的丝绒帽子，大

家都叫她‘小红帽’。有一天，妈妈做好了蛋糕，让小红帽送给
外婆。小红帽在半路上遇见了大灰狼，于是大灰狼想了一个好办
法，骗小红帽去森林中走小路，自己扮作小红帽去外婆家。它在
外婆家门口敲门，外婆问‘是谁呀？’。大灰狼回答：‘我是小红
帽，给你送蛋糕来啦，快开门。’外婆没有力气开门，叫大灰狼
自己拉门栓进去，然后大灰狼进门一口吞了外婆，自己又扮作外
婆躺在床上。小红帽来，大灰狼又吃了小红帽。”教师问道：“外
婆和小红帽其 

实本来可以不被大灰狼吃掉的，当大灰狼在门口说话的时
候，她们应该先仔细判别一下声音，看是不是熟人再开门，就可
以避免惨剧的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好关于声音的知识，
辨别好声音，避免大灰狼再出来害人。”这个过程中，教师应用
风趣的小故事将学生吸引，让学生认识到物理知识的重要性，便
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四、利用微课满足学生学习需求，为兴趣激发奠定基础 
传统的初中物理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教学局限在课堂上，课

下的针对性指导对于教师来说是具有实现难度的，这对于教学效
果的优化是具有不利影响的。因此，在初中物理教学活动中，教
师可以充分利用微课开展教学活动[4]。例如在《焦耳定律》的实
验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分析产生热量与电流的关系，把两个
5Ω电阻并联后再与一个 5Ω电阻串联，在通电实践一样的情况
下，比较两个 U 型管内的液面高度变化，进而分析热量产生和
电流大小之间的关系。由于这部分知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部分
学生课上比较短的时间内难以完全掌握，于是我就利用微课为学
生布置课下作业，引导学生回顾课堂学习的知识内容，完成虚拟
实验操作和习题分析，学生在动态虚拟实验操作过程中有了更新
鲜的学习体验，为兴趣激发奠定了基础。 

结束语： 
总之，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是构建有效课堂的第一步，因此

在新课改理念影响下，我们开始关注趣味性课堂构建。本文中，
笔者结合自身的实践教学经验，分析了在初中物理教学中使用兴
趣教学法的基本途径，旨在为广大同行提供几点参考，以促进初
中物理教学水平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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