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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生活化情境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实践分析 
◆石  欢 

（贵州省大方县思源实验学校  551600） 

 
摘要：生活化情境教学模式一经提出，在各学科教学中迅速获得了应用，

物理这门以生活为基础的学科也开始将生活情境作为常规化的教学模

式，教学研究工作正火热开展。在物理课堂上创设生活情境的手段众多，
面对不同学情的学生，根据不同阶段知识点的难度，教师要合理设计情

境，利用这一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本文将试论几点物理生活化情境

创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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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物理知识点与生活息息相关，教材中的内容也紧贴学生的生

活经验。实践证明，在生活情境中解析知识点，能够使原本抽象
化的概念立体、形象，理解起来轻而易举，同时为沉闷的物理课
堂带来活力和生机。可见，这是一种应用价值极高，效果显著的
教学手段，理应在教学中推广应用。以下是笔者创设生活情境的
一些经验与想法。 

一、借助故事创设情境 
在大部分学生的意识当中，物理是一门“冰冷”的学科，不

仅知识内容抽象，理解难度大，课堂学习过程也十分枯燥，学生
们不是在背诵，就是在解题，学习体验极差。可以说，这是导致
学生学习热情不高的主要原因。试想，如果教师能够将情节丰富
的故事带到课堂中，构建起一个引人入胜的情境，那么整个学习
的过程就会变得更具吸引力，学生也会专心致志的参与。这里的
故事可以是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也可以的在网络上搜集的，甚至
可以是教师编纂的，只要与知识点相关，都能够起到同样的效果。 

例如，教学到“液体沸腾”的章节时，学生一般明白液体沸
腾须要到达沸点这一条件，但常常忽略继续吸热才能维持沸腾这
一概念，为了学生可以充分理解液体沸腾的条件，我引入下面故
事：村子里一户人家住着奶奶和孙子两个人，这一天，奶奶有事
要出门，为使贪玩的孙子好好看家，不到处乱跑，她交给孙子一
项任务，厨房里大锅中有一口小锅，把两口锅里都装满水，不能
把大锅里的水烧干，只要烧开小锅里的水，就能够出去玩了。小
孙子开心的接受了任务，赶紧烧水，让炉子里的火旺旺，可一直
等到奶奶回家，小锅的水也没能烧开……一个以生活为基础组织
的故事，立刻引起学生的兴趣，大家讨论为什么水烧不开，这时
给出答案，伴随水温升高，大锅里的水到达沸点，并把温度传导
给小锅，当两口锅里的水均实现沸点后没有了温度差，也就不会
进行热传递，所以，大锅中的水不烧干，小锅的水永远不满足沸
腾的条件，也就始终不会沸腾。  

通过这一个故事，学生对液体沸腾的两个条件都获得了充分
的认知，同时这一生动有趣的故事也令同学们牢牢记住了液体沸
腾的条件。可见，生活化情境实践于初中物理教学，可以激发学
生的思考，强化他们对理论知识的认识，比传统理论教学更高效[1]。 

二、利用生活现象创设情境  
创设生活化情境，自然离不开生活化的元素。教师要尽量从

初中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将一些他们熟悉的元素与知识点结
合起来，让他们从实践的角度去学物理，用物理，带着科学的眼
光来审视生活中的问题与现象。这也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有效
举措。 

例如，教师在开展物理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举出一
些生活中的物理现象，让学生透过生活中的物理现象更好地学习
物理知识，提高物理学习效果。初中生的好胜心较强，教师可以
通过比赛的方式引导学生列举生活中的物理现象。这样能够使学
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物理教学过程中，在主动学习探究中提
高学习效率。  

例如，学习“物态变化”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通过竞赛的
方式说出更多相关的生活现象。比如，给水加热的时候，在达到
一定温度时，水会沸腾，这个过程中会有一部分水蒸发掉，这就
属于一种物质从液态转化为气态的过程，也就使物理知识“汽

化”；同样，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列举一些生活中的“液化”现象，
比如在冬天的时候，许多人为了让双手变得暖和，会往手上吐哈
气，这主要就是利用了水蒸气液化放热，使双手变得暖和[2]。学
生在竞赛的氛围中，会更加积极地列举出各种各样的物理现象。
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掌握更多的物理知识。
同时，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把学习到的物理知识
应用在生活中，在生活中巩固所学习的物理知识，实现教学目标，
提高综合能力。  

三、利用实验创设情境 
物理学科虽然有很强的逻辑性，但是其内容还是相对枯燥

的，不少学生在学习时对知识的获取采用的是死记硬背的方法，
无法灵活运用，导致学习吃力，效果不好。在初中物理教学中，
一般教师都会从中考的角度来讲物理学科的重要性，这样往往会
增加学生的恐惧及紧张心理，而利用生活化的问题导入新课，开
展探究性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及课堂教学效果。
生活中的小实验，往往是最能抓住学生兴趣的，因此创设必要的
生活化情境启发教学是事半功倍的方法[3]。例如，同样以“物态
变化”的教学为例，我先在讲台上放一块冰、一杯水以及一台加
湿器。看到这些生活中的物品，学生很好奇。随后进行引导式提
问：“同学们，这些物品在生活中都见过吧？它们有什么共同特
征？”学生回答：“都与水有关”。“它们呈现出来的状态一样吗？”
“不一样。分别是固态、液态和气态。”“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对于这个问题，大部分学生通过认真观察及猜测回答出来：“它
们的温度不一样。”我肯定地说：“对！水在不同温度条件下，会
发生物态变化，导致其状态不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共同探究学
习的内容。但是同学们，你们都确定加湿器出来的是水蒸气？”
“难道不是吗？”有学生小声地说。“这个疑问先留着，等学完
这节课的知识，同学们就会明白。”这样，联系生活实际，让学
生带着问题学习，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四、结语 
目前已经有大量的实践教学案例证明，生活化情境能有效化

解知识难点，推进教学进度，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对提高教学质
量大有裨益。这一教学手段的出现是初中物理教学发展的一次机
遇，教师要抓住时机，找准方法，优化形式和内容，从表面化的
情境变为深层次构建，使学生真正有所收获，使教育工作向前迈
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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