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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物理教学情景创设在教学中的作用 
◆李丽雅 

（甘肃省平凉市第九中学  744000） 

 
摘要：创造物理场景是一种教学方法，教师有目的地介绍或创造以某种

情感色彩和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唤起学生的态度体验，从

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使学生的心理功能得到发展。情境教学法的核心

是激发学生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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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为了合理地创建物理场景，教师需要收集和积累各种
各样的场景教材，对它们进行整理、分类和更新。特别是教师应
具有敏锐的专业敏感性和洞察力，从生活、生产、科技和时事中
挖掘出具有物理内涵和物理特征的场景，并将其与教学内容和进
度合理有机地结合起来，设置合理的情境问题。好的物理场景和
情境问题应该能吸引学生的兴趣，引起学生的共鸣，激发学生对
知识的渴求，激发学生的潜能，从而鼓励学生学习和探索,用身
边的物理现象引发好奇。世界丰富多彩，物理现象比比皆是，但
我们常常对它们视而不见。问题在于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主动意
识。在这些常见的物理现象中，许多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代表性
和适用性，可以转化为物理问题并带入课堂。为了将物理现象带
入课堂，我们首先需要将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现象转化为物理问
题。在这方面，教师应该认真，多观察生活，处处注意，注意收
集和整理与物理知识相关的材料。 

老师应该引导学生从他们的正常生活中找出问题，比如叶原
冬天的大雾，地面杂草上的白霜，树枝上的蓬松雾凇和天空中飞
舞的雪花。春天，冰雪融化成水。当他们遇到寒冷时，从人群中
呼出的白色气息和茶杯上的白色气息变成了小水滴。创设出“雾、
霜、雪、冰、露”等是怎样形成的一系列物理问题情境，让学生
从熟悉的生活情境中产生疑问，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1、用高新科技拓展学生的视野 
现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很多的高科技问题与初中物理具

有一定的相关性.如人造卫星、超导技术等问题，用初中物理知
识完全可以解决.高科技成果方面的题材为情境问题提供了极为
广阔的命题背景，教师要创造性地发现有关的教学素材，在教学
中引入这些情景并编制这方面的问题.当然这种取材，可以是全
景式的，以求全方位地反映出某一问题的背景，给学生形成完整
的印象，也可以是“特写镜头”，撷取问题中 精彩的片断，展
现出 具典型性和 有启发性的部分。 

如在学到超导体应用时，可引导学生到网上去搜索相关信息.
我国上海已完成世界上第一条商业磁悬浮列车的应用开发，投入
运行，可通过板报或电视录像的形式介绍给学生，其工作原理是
什么，引导学生思考.又如我国神州六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
这些情景不但能开拓学生的视野，同时会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操、
激励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标、激发学生的学习斗志和潜能.
当然编制这方面的问题，对教师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既要有扎实
的专业知识，又要有一定的知识广度，作为优秀的教师一定要知
“难”而上。 

2、用实验培养学生探索能力 
物理实验是物理教学和科学探索的 重要手段，绝大多数物

理定理、定律的得出都是建立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用物理实验
来创设物理情景直观可信，是物理教学 严谨科学的方法，同时
也是培养学生进行科学探索的能力的 重要手段。 

“浮力”的教学是初中教学的一个重难点.为了使学生建立
正确的概念，演示如下实验：在盛有一定比重盐水的烧杯中，放
进一个木块，木块便浮于水面；放进一块石子，石子便沉入水里.
放进一个鸡蛋，鸡蛋则悬浮在盐水中.再将此蛋放进清水里，则
见蛋下沉；放进浓度更大的盐水里，则见蛋浮在水面上.看到这
么奇怪的现象，学生们一定会被吸引住，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求知欲，他们心里就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在同一种液体里放进
不同的物体，木块会漂浮，石子会下沉，而鸡蛋却会悬浮？为什
么同一个物体放进不同的液体里，浮沉的情况也会不一样的呢？

正是这样循序渐进探究，学生在实验中得到了答案，更重要的是
在实验中提高了探究能力从而使物理的实验教学得到了升华。 

3、用科学历史和科学故事培养学生的科学品德 
物理学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许

许多多激动人心的故事，更充斥着人类探索自然的科学方法和科
学品德，这些丰富的物理学史内容.它的价值和功能远在其内容
之外.恰当、灵活地在教学过程中运用这些史料，渗透物理学史
教育.不仅要让学生学习科学家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严谨求
学的科学态度，而且要让他们领略到物理学家们研究问题的科学
方法和思维方法.更重要的可以在课堂上创设一个良好的情境. 

例如：在讲阿基米德定理时，插入一个故事：国王让手下工
匠制作了一个金冠，他怀疑里面掺入了其它的物质，就让阿基米
德鉴定，阿基米德苦思很久，也没有找到鉴定的方法.终于，有
一天他走进浴缸洗澡时，浴缸里的水溢了出来，他顿时恍然大悟，
大声高喊：“我找到了，找到了！”从而导致了阿基米德原理的发
现.这样的小故事既有一定的趣味性，又为新授知识学习作了很
好的铺垫，使学生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学习欲望。 

4、多媒体技术展示物理空间的奇妙 
中学物理中有许多比较抽象的物理规律和概念比较难用真

实实验来进行演示和验证.对这些内容的教学用多媒体技术进行
虚拟演示，可以将抽象的物理现象转化为直观具体的物理情景，
从而突破教学难点。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需要大量的演示实验来用具体的事实解
释抽象的理论或者从中得出物理定律，这也是初中生学习物理的
主要方法之一。然而，由于一些实验教具很小或者没有显著变化，
整个班级都不容易清楚地观察到实验，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
果。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进行物理投影实验，效果明显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做实物投影实验，效果明显增强.比如在电流的
磁效应教学中，以往奥斯特实验是在讲桌上展示，由于小磁针发
生的偏转，不便于全班学生观察，而影响教学效果.现改用实物
投影做上述实验，将所发生的现象直观地放大投影到银幕上，学
生看得一清二楚，从而增强了演示效果.同时这种新颖的方法，
刺激了学生的感官，引起学生注意，比观察实物还认真，因而有
助于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 

5、总结 
良好的物理教学课堂离不开情景的创设，教育工作者只有不

断完善初中物理教学中情景的创设，才能实现物理教学水平与质
量的提升，有效推进初中物理教学，提高初中学生物理学习能力，
为学生在物理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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