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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突破瓶颈，让初中物理教学更精彩 
◆谢晓族 

（湖南省耒阳市大市镇中学） 

 
摘要：初中物理学科知识相对抽象，部分学生在初中物理学科知识的学

习中存在畏难心理，并且在浮力、电功率等知识的学习中始终存在着难

以逾越的鸿沟和瓶颈。对此，这也就要求教师要把握教学艺术，巧设教
学活动，帮助学生跨越鸿沟、突破瓶颈，从而获得更加精彩的物理学习

认知。本文就初中物理教学中难点和瓶颈的突破展开了论述，提出了几

点教学措施和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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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观教学，巧化疑点 
初中物理知识来源于生活，并且多数问题的解决也是意图解

决生活化教学情境中的问题而设置的。对此，教师教学要通过直
观化教学资源的呈现，将抽象的物理知识以直观化的教学手段呈
现出来，将动态的物理分析过程，以动画的方式演示出来，从而
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例如，在《浮力》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中，
密度计问题是本章教学中的重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在教学中，
教师可以先以一艘船作为教学直观化的资源，引导学生思考：一
艘船从江水航行至海水中时，这艘船受到的浮力是否变化？为什
么？显然，不少学生认识到从江水到海水中时，水的密度发生了
改变，不少学生认为此过程中，船受到的浮力变小。也有部分学
生认为，船始终漂浮在水上，其浮力始终等于重力，重力未发生
改变，所以船的浮力也不会发生改变。当学生产生认识矛盾时，
教师引导学生结合船只的受力状态和阿基米德原理分析船只的
受力情况。最终，经过学生的分析，学生认识到：虽然水的密度
发生改变，但是小船的重力未发生改变，所以船只受到的浮力必
然不会发生改变。但是，密度的改变必然还会引起另一个量的改
变——V 排，当液体的密度变大时，V 排必然变大。所以，此时
小船的船身将会上浮。通过这一教学分析过程，当学生获得了一
定的理解时，教师便可以通过动画演示的方式，展现小船从江水
到海水中行使过程中，其船身浸入液体中的体积变化情况。经过
学生的分析过程和直观动画的展示过程，学生对于此类问题的理
解深度必然提升。借此机会，教师提出密度计这一物理，并引导
学生结合以上内容分析密度计的示数特点，此时学生也就理解了
密度计上小下大刻度的原理了。 

二、专题梳理，强化训练 
初中物理教学中，知识的系统性强、逻辑性强，不少学生在

问题解决时因为思路不清、概念混淆不明等问题而出现失分率
高、知识理解深度不足的现象。所以，教师在本部分知识内容的
教学中，可以通过专题梳理强化训练的方式开展教学，以辅助学
生理解，逐步攻克教学难点、突破教学瓶颈。例如，在电和磁这
一模块的知识教学中，不少学生对电流的磁效应、通电导体在磁
场中受到力的作用和电磁感应原理等知识混淆不清，所以当题目
中出现一些电磁铁、电磁继电器、发电机、电动机等直观图片时，
问及相应应用中所涉及到的物理知识，学生总是无法准确对应起
来。对此，教师便可以通过专题训练的方式，将学生易混淆的知

识内容整理出来，并通过有意识地辨析过程，强化学生对新知的
理解。例如，在此类问题的解决中，区分应用原理的一个重要原
则就是观察图片中是否含有电源。当图片中不含有电源时，说明
该应用就是磁生电的过程，是机械能转化成电能的过程。此时，
问题中涉及到的原理也就是电磁感应原理。当问题中含有电源时
候，说明该应用是磁生电的过程或者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的问
题。而辨析这两类问题的重要方式，则是观察图片中是否含有磁
铁。如图片中含有电源和磁铁，则说明需要有电、有磁场，这也
就是说明该应用是利用了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到力的作用；而如
图片中不含有磁铁，仅含有电源，此时也就说明该应用是电生磁
的过程，也就是利用了电流的磁效应。以上过程中，通过专题训
练，学生对新知的理解必然获得升华，在专项训练中也能逐渐帮
助学生认识到不同的磁现象和原理在生活中的应用，有效防止学
生在问题解决时出现的混淆的现象。 

三、联系实际，强化应用 
物理知识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密切，并且很多物理习题的

设置是围绕着学生的实际生活问题的解决而设置的。所以，初中
物理教学瓶颈的突破，还可以通过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利用学
生的生活经验解决问题，才能让学生顺利化解学习误区。例如，
在《杠杆》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中，不少习题要求学生结合辨析
图片中的省力杠杆和费力杠杆。刚开始接触这部分知识内容时，
学生很难区分，更不会寻找相应工具中的力臂。对此，教师便可
以通过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先寻找杠杆中的支
点，并分析相应的力臂，对比动力臂和阻力臂的长度关系，对其
进行分类。另外，教师也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将自己
所作出的判断进行检验。例如，在钓鱼的过程中，人们手执钓鱼
竿时，人们向钓鱼竿上施加的动力要远比鱼给鱼竿施加的向下的
拉力要大得多。此时，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也就能够判断
出：钓鱼竿时费力杠杆。再比如，在自拍杆这一应用中，也可以
通过结合学生实际生活经验的方式检验自己作图后的判断是否
正确。 

总结 
不可否认，初中物理知识挑战着学生的思维能力，导致学生

在问题解决中始终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对此，教师便可以通过直
观教学、专题梳理并引导学生联系实际的方式开展教学，让学生
切实在教师的有效引导下，获得对初中物理知识理解深度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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