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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我的物理课堂如此精彩 
◆刘玉霞 

（渑池县张村镇初级中学  河南渑池  472400） 

 
摘要：一节高效而精彩的物理课，应该设计合理：有精彩的引题，合理

的探究，积极的评价，鼓励学生积极思维，还要有适当的习题检测，合

理的评价与反馈。恰如气氛的课节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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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老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像阳光一样拥抱你，给你光辉

灿烂的自由；不是锤的打击，而是水的载歌载舞，才使鹅卵石瑧
于完美。物理课堂就是一个充满创新，可以让人的思维纵横驰骋，
自由舞蹈的地方。作为教师的我们，应该精心设计物理课堂，让
学生的思维在课堂上飞翔，去感受获取物理知识的欢乐与喜悦，
从而不断激发学习的兴趣，循序渐进，从浅及深，掌握扎实的物
理知识。精彩物理课堂，要靠教师精心的安排与设置。 

一、精彩引题，创设情境，吸引学生的眼球和注意力。 
课堂铃响，教师应健步走入课堂，用富有吸引力和具有节奏

感的语言打开课题，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引入课题，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创设情境，精彩引题的方式很多，教师可从以下方面
入手创设： 

（一）用生动的故事创设情境：在物理教学中充分运用科学
史，科学故事以及与教学内容有关的传说，寓言，成语，格言等
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小故事引题，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
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愿望，激发学生对学习的需要。如讲“速度”
时，可引入“龟兔赛跑”的故事。讲“阿基米德原理”时，可讲
他有关帮助国王鉴别王冠是否掺假的故事等等。 

（二）通过实验创设情景：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
实验具有千变万化的现象，让学生从亲身体验的实践中直接感知
知识，对一些概念规律的理解掌握更简便有效。这种方法较为直
观，也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如讲“大气压”时可做“玻璃杯
内装满水，而后用硬纸盖住杯口，倒置杯子，水不外流”的实验，
让学生惊异，从而激发学习大气压的兴趣。 

（三）利用现代化媒体创设情境：充分利用现代化媒体，发
挥多媒体技术优势，把宏观缩小，微观放大，将难以展现的景象，
不便操作的实验，无法重现的历史故事等等，以视频，音乐，图
片，动画的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相关内容的
兴趣。 

另外，教师还可通过设疑创设情景，联系生活实际创设情景，
设计问题创设情景等多种方式精彩引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提出问题，合理探究。  
现在课堂教学中，经常是老师提问题，学生回答。其实，学

生学习的最好途径是自己去发现问题，自己去解决问题。也就是
说，学生能做的让学生去做，教师的作用是引导，只是起到穿针
引线的作用。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最大限
度的激发学生的思维。 

课堂本是精彩的课堂。课堂提问的方式应该灵活多样，不拘
一格。不应该简单呆板，一成不变。它或者问而不答，造成悬念，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或者步步紧逼，层层追问，以启发学生
深入思考；或者与不经意处发出竒问，以激发学生思维；或者在
无疑处置疑问难，以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可以是教师问学生，
还可以是学生问教师，也可以是学生问学生，甚至可以让学生自
己发现问题，再由学生自己设法解决。在教学过程中究竟该采取
什么样的提问方式，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可强求一致。  

教师在设置问题的时候，切忌从以下方面设置问题的提出：
一。目的不明确：盲目追求活跃气氛，对教材和学术研究不深，
使提问停留在浅层次的交流上，只要求学生回答简单的“是不
是”，“对不对“，老师一问，学生齐声回答。表面学生全会，实
则没学什么，还会导致学生养成浅尝辄止的不良习惯。二。提问
表达不明：模糊性提问，问题模棱两可，学生一脸茫然，摸不着
头脑；零碎不系统，缺乏层次；使学生不明其意。这样的提问用
词不清，学生不易理解和思考，也不好表达。三。满堂的提问：

把过去的“满堂灌”改为“满堂问”。“问”不一定就是启发式教
学。一节课无休止的提问，连给学生思考的空间与时间都没有，
那不是精彩的课堂设计，结果只能是学生苦于应付老师的问题，
没有充足的时间去深入思考和领会所学的知识，无法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体地位，导致无效的提问结果。 

三、积极评价，鼓励思维。  
中学生是一个需要肯定，褒扬，需要体验成功，喜悦刺激的

群体。在课堂教学的创设教育中，教师的信任和鼓励会直接影响
到学生求知欲的产生，能影响到学生创造意识的萌发和创造力的
产生。在教学中，学生往往会产生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这时候，
教师如果给与严厉训斥，将会压抑学生那些朦胧的，零碎的，不
成片段的思想，从而阻碍学生新思维的发展。课堂上，学生只有
处于一种和谐宽松的环境之中，才能激发其内部活动。这就要求
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及学习结果做出积极的评价，鼓励学生的
创新思维。在评价中，应注意客观，公正，热情，诚恳，使学生
体验到评价的严肃性。注意发挥评价的鼓励作用，以满足学生的
成功需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教师只有以信任和鼓励的态度来
肯定学生的发展。尊重，理解，宽容的对待学生，满怀信心的相
信他们会取得进步。同时注意给与积极的评价，学生才能出于轻
松愉悦的教学环境中，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才能得以发展。 

四、习题检测，评价反馈。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如何，教师可设计适时适量的习题进

行检查与评价。习题的设计，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设计趣味性习题：趣味性习题的设计，可以使学生在

愉悦中获得知识，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习题内容涉及要具有同
类题目的典型特征。用很少的习题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
果。 

（二）设计实践性习题：习题设计必须联系实际，生产实际，
体现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生活。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成长。 

（三）设计探究性习题：探究性习题是习题设计中必不可少
的一种习题。我们在教学中设计一些繁简得当，难度适当，高而
可攀的探究性习题，使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体验学习物理的乐趣，
增强长造的热情。  

另外，习题的设计还要顾及到全体学生，所以教师要设计丰
富灵活的分层作业，让学生自主选择。 

习题的评价与反馈，要以学生发展为本。让他们参与评价。
评价的方式可有：（1）师生共同评价：教师可选择习题中的“问
题”习题，有目的的选择不同差别的学生，共同批改，让他们比
一比，找差距。（2）学生自己批改：教师先对习题进行整体分析，
交代批改要求。学生自批后交教师检查核对。（3）面批：选择一
些典型作业，及时面批，指出不足，发现亮点及时鼓励。 

五、课节小结。 
如何对一节课进行小结，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果。针对

不同的课堂教学类型，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要求，考虑的教学
对象的知识结构，智力水平，精心设计与之相适应的课堂小结，
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此，在课堂结束之际，可结合实际情
况，尝试让学生对课堂所学知识加以小结整理，这样可及时发现
学生什么地方尚未理解和掌握，为后续教学中及时查漏补缺，探
求新知设下伏笔 

布鲁纳说过：“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兴
趣是推动学生求知欲的强大内在动力。一般来说，学生对物理产
生了兴趣，就对物理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就能主
动学习，积极思维，执着探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物理课
堂的设计者——教师，就要精心设计物理课堂，让学生的目光跟
随你，让学生的兴趣激发起，让教师的关爱笼罩着学生，师生配
合，共同合作，高效性，趣味性完成教学任务，点燃学生智慧的
火花，你的物理课堂也会精彩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