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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优教视域下初中物理创意教学 
◆孙方明 

（吴江区七都中学  江苏苏州  215234） 

 
摘要：随初中物理教学改革的推进，学有优教越来越深入人心，初中物

理教师遵循教育教学活动客观规律，力求实现高效的课堂教学，就必须

立足于创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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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初中物理教学改革的推进，学有优教越来越深入人心，初

中物理教师遵循教育教学活动客观规律，力求实现高效的课堂教
学，就必须立足于创新教育。创新能力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而创意是创新的精髓。物理作为一门基层学科，在素质教育中占
有比较独特的地位，因而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实现创意教学模式势
在必行。 

一、引入因创意而精彩 
课堂引入是为帮学生形成对课堂具体学习任务的较强学习

动机，刺激学生的学习求知欲。物理课堂引入要达到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的学习内容，有创意的
课堂引入能达成这些目标。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教师不想
方设法使学生产生情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播
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只能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而没有情感的脑
力劳动,就会带来疲倦，没有欢欣鼓舞的心情，学习就会成为学
生的负担。”新课引入的创意切合物理课堂的趣味性、启发性、
形象性、科学性。抓住学生兴趣促使学生情绪高涨的进入新知学
习准备状态。具有创意式的导入的形式多样，一般有“矛盾式”、
“悬念式”、“反转式”、“夸张式”、“对比式”等等，采取“以趣
引入，以疑引入，以奇引入，以问引入”。 

（1）矛盾式引入。学生在生活中会遇到知其然，但不知其
所以然的问题，这时教师要抓住学生思维上的矛盾，引出学生无
法回答的问题是常用且有效的引入方法。例如，在“浮沉条件”
时，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铁块的密度因为比水大，能沉入
水中，为什么巨大的钢铁轮船可漂浮在水面上呢？简单的一个问
题，把矛盾提出来，且问住了学生，让学生感受到认知上的不协
调，引发认知需要，达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的目标。 

（2）反转式引入。有些物理知识从日常生活中学生取得了
一定的经验，其中有正确的，有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在讲授
这些物理知识时，教师可以通过实验来制造反转式引入，使学生
产生强烈的思维反差，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摩
擦力”时，学生认为摩擦力是阻碍物体运动的力，这是我们可以
用磨得光滑的鞋子，在地板上图上润滑油来减小鞋子与地板的摩
擦力，结果穿上鞋子的同学无法走路，从反面角度来诠释摩擦力
阻碍的是相对运动，引发学生的学习内容。 

（3）夸张式引入。学生在学习新知识时，很多问题会呈现
出来。又是教师要做的不是急着去解决，要学一点“釜底抽薪”
式的把细节夸大，让学生陷入矛盾中.在中学物理知识中有许多
概念和规律是通过比较来辨析其特殊性.从而激发学生的思维例
如, 在教“平均速度”时 ，可用一个交警与一个超速的司机在
公路边争论，交警说汽车超速，而司机去认为没有超速, 因为在
整个过程汽车车才跑了多少千米，计算肯定没有超过规定速度。
这时我们就先让班级学生来争辩，所有学生都会觉得汽车司机是
无理取闹，却没有理由来辩解。这是学生开始着急，这样思维活
动也就敞开了。 

二、设计因创意而出彩 
开展创意物理实验设计活动，能够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创造能

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团队合作精神，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创意物
理实验设计活动，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设计实验和制作
仪器，并通过演示实验和答辩的过程，我们也称之为“项目学习”
和“学生实践”。人脑科学和思维科学研究都表明，初中阶段的
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最佳时期，创意物理实验设计正切合学
生的创造力培养、兴趣激发、能力培养。 

（1）利用传感器开发和制作一些创意技术课程。创意案例

1:利用电流传感器测量直导线切割地磁场时产生的微小电流，通
过电流传感器解决了实验室电流表无法测量的微弱电流，实现了
用实验数据来论证闭合回路的一根直导线也能够切割磁场产生
感应电流。突破传统实验的束缚，使学生感受到严谨的科学探究
精神。创意案例 2:利用温度传感器设计恒温箱报警电路，初中实
验中恒温箱的温度控制非常重要，可以利用温度传感器设计恒温
箱的温度报警器，用于人们对恒温箱温度的要求。热敏电阻就是
一种温度传感器，在实验设计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它能将接收到
的温度信号转化为电阻信号，导致电路中的电流发生变化，结合
电路设计，提高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2）创建物理 DIY 实验室，展示设计新亮点。DIY 实验室
是研究性学习课程与物理实验创意教学的结合，我在平时教学中
已指引学生开展了“节能灯的节能原理”、“运动小车的动能测
量”、“学生实验 DIY 微视频”、“测定家用电器的待机电功率”、
“寻找身边的电磁波”等研究性学习活动，让学生借助课题研究
的有效方式深入到物理 DIY 实验的创新学习之中，获得了良好
的成效。在物理 DIY 实验室中，还有一大特色，那就是学生的
“旧物新用——生活中的小创意”。学生积极联系自己的家庭生
活，勤于自创发明，为物理 DIY 实验室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学生的不竭创意不仅充盈在物理 DIY 实验室内，更散发在
他们广阔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中。让学生们在创意学习生活中大显
身手，让他们真真切切地体验了自主探究学习，挑战了自我，追
求了个性发展，享受了学习快乐。 

三、勇于创新，敢于突破 
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

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当今青
少年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非常强烈。物理教师要激励学生从不
同的角度去探索物理知识，鼓励学生不断去创新，不迷信已有的
见解，不迷信书本的讲述。在做伏安法测电阻的实验时，一样的
试验器材，一样的电路图，测量的结果却不一样。我让学生分析
为什么？有的说电压表、电流表的精密度不一样、有的说读数者
估计值不一样、有的说电阻值本身有微小差异、有的说电流表在
相当于电压表和电阻并联的干路上，结果偏大，当然电阻偏小、
有的说电压表并联在电阻和电流表串联后的两端，结果稍偏大，
当然电阻也少偏大、有的说导线的电阻不一样，有的说电源、电
压有差异……，学生众说纷纭。可见，只有教师把自己当做主导，
才能把学生真正当作主体，教师敢于创新，学生才能勇于创新，
这样学生才能做到活学且活用。 

初中物理教师只有认清信息时代的教育要求，从思想上认识
到创意教学模式的必要性，才能落实将教学改革落到行动上，从
而在课堂上进行适应新形式的创意教学。创意的课堂，美无处不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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