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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初中物理自主学习的探索与实施 
◆郑贻摄 

（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沙古初级中学  524396） 

 
摘要：自主学习模式的应用需要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明确认知自己在教学

活动中的地位，并做好沟通和互动，使自主学习恰到好处，提升课堂教

学实践有效性。基于物理学科教学水平对初中生全面发展存在的巨大影

响，下文是笔者针对初中物理自主学习教学活动开展路径展开的探索，

希望下文研究内容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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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课程改革强调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地位，“自主学习”充分

体现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对于初中学生而言，其已经具有一定
的独立思维意识，同时在长期的学习中也初步形成了适合自己的
学习方式，所以自主学习方式是可行的，那么如何让自主学习方
式的实施更有效呢？ 

1 应用幽默的语言，构建趣味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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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
如，《声音的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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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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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结合课堂提问，做好自主学习引导 
课堂提问在整个课堂教学环节中具有重要地位，是教师获得

教学反馈，学生提出和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初中物理课堂教学
活动中，我们也不能忽视提问环节，作为教师的我们要紧抓机会，
做好提问内容研究，深入了解学情，成为有效课堂教学活动的组
织者和引导者，逐步提升初中物理学科教学质量。少提描述物理
过程的问题，多提关于物理状态的问题是初中物理教学提问的关
键，分析物理过程需要学生具备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很多时候
这对刚刚接触物理学习的初中生来说其实具有很大难度，因此我
们提倡多引导学生关注物理状态，在提问过程中多提问关于物理
状态的问题，对于学生来说描述物理状态的难度比较下，不容易
损害其物理学习信心[2]。例如，“请说说汽油机的工作原理”就是
一个需要描述详细过程的问题，不宜在课堂上提问，不宜让初中
学生口头回答，可以分解为若干个状态问题。比如“汽油机有几
个工作冲程?”、“汽油机在哪个冲程对外做功?”、“汽油机工作时，
什么时候汽缸的容积 小?什么时候汽缸内气体压力 大?”等
等。 

3 开展互动性实验，引导学生自主操作 
实验教学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物理实验教学的过

程中开展互动性实验，能够有效发展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在传
统的物理实验教学中，教师为学生规定了严格的实验步骤，学生
在实验过程中缺乏自主性，只是根据教师规定的实验步骤进行了
一次“体验”[3]；而互动性实验，通过教师对学生的引导，帮助
学生自主探究实验方法，使学生能够在实验过程中充分发挥聪明
才智，有效发展动手操作能力。例如“声音的产生与传播”一课
的教学过程中，我通过组织学生制作“纸杯电话”的互动性实验，
使学生在以互动与探究为主的实验过程中，有效发展了动手操作
能力。我们首先将学生以 5-6 人一组的形式分成若干小组，之后
为学生提供了纸杯、绳子等实验材料，为学生简单介绍了实验原
理，让学生根据实验原理自主探究“纸杯电话”的制作方法。学

生在实验过程中，利用小组合作的手段展开了有效的生生互动，
根据声音的传播原理，制作出了各种不同的“纸杯电话”。这样
的实验过程完全以学生的互动探究进行开展，使学生能够更好地
获得实验体验，体现了自主学习氛围。 

4 布置探究作业，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意识 
新课程改革使初中物理教学在教学目标体系和方法体系构

建上的要求发生了变化，目前我们作为教学工作者，在参与教学
改革的实践活动中首先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就是选择科学的教
学模式。应用探究式教学模式开展初中物理教学活动，显然为广
大初中生提供了全新的学习思路，是凸显其主体性的关键[4]。探
究式教学并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上，课后作业是一个很好的探究方
式，教师应当借助创新的作业形式来进一步深化对于学生探究能
力的培养与锻炼。教师布置的作业要更为灵活多样，创新的作业
往往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例如，在讲完“杠杆”后，
我给学生们设计了如下作业：①让学生上网调查从古至今，人类
对杠杆的应用与研究；②请学生根据杠杆平衡原理制作小杆秤；
③请学生回家利用身边的器材探究杠杆平衡的条件。学生在完成
作业的过程中，不仅巩固了所学的物理知识和物理规律，而且培
养了学生的合作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这也是新课程标准中对于
学生的一项重要培养目标。创新形式的作业创设不仅能够让大家
对作业内容更感兴趣，学生们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也能够展开对
于课堂知识的应用实践。 为重要的是学生的思维能力、探究能
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结束语： 
物理学习是一项复杂又需要耐心细心的工程，是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的一种途经。初中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
力，在初中物理学科教学中为学生提供必要的自主学习空间，显
然对学生来说是更好的学习体验，也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
但是目前初中物理自主学习模式应用质量还不高，我们需要继续
深化教学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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