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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物理传统实验教学方法的优化研究 
◆粟小红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第一中学校  四川省宜宾市  644100） 

 
摘要：在我国，中学的物理教学一般包括两部分内容，即理论知识教学

和实验教学。在新课程改革中，改革的具体内容针对中学的物理实验教

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在实际的实验教学中加强探索和研究，适当
对传统的实验教学方法进行优化，调动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巩固课

堂所学的理论知识，推动中学物理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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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学物理是重要学科，也是较难学好的学科，具有实践性强

的特点，实验是中学物理教学的重要内容和教学方法。通过做实
验的形式来学习物理，既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促使他
们养成科学的理性思维方式，又可以强化学生课堂所学的理论知
识。因此，在中学的物理教学中，要不断优化实验教学的方法，
进一步提升中学物理教学的效果和质量。 

1.注重演示实验的作用，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物理演示实验指的是物理教材中有标注的实验，是需要教师

演示给学生观看的实验，其具有形象、生动的特点。演示实验一
般出现在教材篇章的开头，在学习具体的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之
前，通过演示实验，成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好奇心，为接下来
的课堂教学打下良好基础。中学物理的演示实验，生动的将物理
现象清晰的展示在学生的面前，吸引着学生对其蕴含的物理原理
进行思考和探索。目前，大部分的中学使用的物理教材中，有的
章节的演示实验教学设置不足，有的设计的演示实验较陈旧，不
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因此，在以后的中学物理教学中，
广大的物理教师要依据实际的教学需要，设计一些有益于物理教
学的相关演示实验，提升物理学习的趣味性，增强实验教学的操
作性，使得中学物理实验教学能够真正起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的作用。演示实验将抽象的
理论知识和规律蕴含于具体的物理实验之中，为枯燥乏味的课堂
学习增添了很多乐趣。具体的操作中，教师在实验仪器的辅助下，
将物理现象真实的展现在学生的眼前，促使他们“透过现象思考
本质”，这样的学习过程更有趣、更深刻，同时对培养学生的思
考能力、分析能力及创新能力是非常有利的。 

2.做好学生的分组实验，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在高中物理实验中，教师采用分组实验主要针对的是那些验

证性、测量性和实用性的实验。学生在分组实验中，需要全身心
的投入，在双手、眼睛、大脑、鼻子等身体器官的协调配合下，
开展有针对性的物理探索之行。在分组实验中，其教学目标主要
分四类：其一，认识并正确使用物理仪器。这类实验通常采用的
方法是教师示范---学生实际操作---教师考核，具体的说，就
是教师首先示范实验的过程，然后学生依照教师的正确示范自己
亲自实践进行操作，最后是学生接受教师的实验考核，检查学生
的具体操作能力。其二，仔细观察并探究物理现象。这类实验主
要采用探究--总结法。具体就是指，学生经过认真的观察所看到
的实验现象及发展变化过程，之后师生共同思考、总结，上升为
理性知识。其三，测定物理量。这类实验主要采用分析研究--
实践--再分析研究的方法，具体来说，在进行物理实验之前，引
导学生对被测物理量进行分析研究，猜测存在着那些影响因素、
选择测量方法、设计出测量操作过程等。然后学生具体进行实践
操作，最后教师引导学生对测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进而得
到正确的物理量值。其四，验证物理理论知识或者规律。这类实
验主要采用理论分析--学生实践--再理论的方法。在学生具体
操作实验之前，教师需要对此次试验所涉及到的物理规律、实现
的先决条件、实验方法、影响因素等进行适当的讲解。然后要求
学生在实践过程，严格按照实验的流程来操作，仔细观察，记录
数据要正确。最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对物理规律进行验证，对验
证失败的，要找出出错的原因。总而言之，在物理实验教学中，
教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不同的实验类型，选择相应的教学

方法，进一步提升物理实验的教学效果，完成教学目标。 
3.充分利用教材中的“小实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目前，在物理教学过程中，物理教材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小

实验”的内容，很多教师通常认为这些内容属于课外的阅读材料，
目的是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与实际的物理考试关系不大，因此，
常常被教师忽略，只是留给学生进行课下阅读。但是实际上，这
些小实验很多来源于生活，操作简便、便于理解，对它们充分利
用，既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记忆所学的物理知识，又可以提升学
生对物理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分析能力、思考
能力，开拓视野，开发智力。例如，在初中物理中有关电磁铁的
学习内容，教师就可以要求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生活中的电磁铁作
品，并在班级内进行评比。这样，学生就会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
能动性，认真学习有关电磁铁的知识，争取做出优秀的电磁铁作
品。在这一制作过程中，学生既学习和巩固了所学的物理知识，
还发挥了物理“小实验”的积极作用，对学生的物理学习是有帮
助的。 

4.延长学校实验室的开放时间，为学生实验创造机会 
在中学阶段，学生在学习上的差异较大。有些学生对物理学

习兴趣较大，他们不满于课堂上所学的物理知识和所操作的物理
实验，他们还想利用课余时间去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验证一些
自己的奇妙想法。而另一些同学，对物理学习没有太大的兴趣，
他们唯一的愿望是能够正确的操作所学实验，达到考试合格的目
的。因此，学校要考虑适当延长实验室的开放时间，让这些同学
能够利用课外的时间满足自己不同的实验操作需求，提升自己的
学习能力。而当前很多中学却不愿意在课下时间开放实验室，主
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学校担心实验仪器被毁损。二是学校
担心学生没有课下进行物理实验的需求。学校的实验室开放，可
以设置专门的教师进行管理，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这样将学
生毁坏实验仪器的概率降到最低。另外，学校可以深入学生中间
做次调查，了解学生对实验的需求。需求强烈的话，可以考虑课
余时间延长开放时间。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传统实验教学方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随

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断的优化，最大程度的提升物理实验教学的
效果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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