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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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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了初中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分析了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策略。

关键词：初中物理；实验教学；学科核心素养

引言：在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中，教师应理清思路，把握
好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有针对性地实施实验教学，从而引
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物理观念，具备科学思维和实验探究能力，
达到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新课程标准倡导探究式
的学习，注重学生自己动手、动脑探究科学规律，体验科学
研究的方法，科学探究既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式，又是学生
的学习目标。

一、初中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
物理学科作为初中阶段理论性与实践性并存的一门学科，

其深层内涵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这一学科诉求在
物理学科的核心素养中体现得十分到位。联系初中物理学科
的价值，其核心素养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物理观念、科学思
维、科学探究及科学态度与责任。具体来讲，物理观念是植
根于学生头脑中的物理基本观念，要求学生从物理学视角形
成关于物质、运动与相互作用、能量等基本认识。科学思维
是科学认识活动，要求学生能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
解决问题、规范行为等；科学探究要求学生发展科学探究能
力，能提出物理问题，形成猜想和假设，获取和处理信息，
基于证据得出结论并做出解释，对实验探究过程和结果进行
交流、评估、反思，体验科学探究的乐趣。科学态度与责任
要求学生在认识科学本质，理解“科学、技术、社会、环境
（STSE）”关系的基础上有正确的认识、健康的情感和科学的
行为方式。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在一定程度上为物理实验教学
指明了具体方向。

二、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策略
（一）实验形象化

例如研究磁场时引入磁感线，研究光的传播时引入光线。
把小磁针放在磁铁的磁场中，小磁针受到磁场的作用，静止
时它的两级指向确定的方向，在磁场中的不同点，小磁针静
止时指的方向不一定相同。说明磁场是有方向性的。光在传
播过程中我们肉眼无法看清光路，磁场和光的概念相对都是
比较复杂和抽象的，所以利用建立的磁感线模型和光线的模
型，用箭头的方向来表示磁场方向和光的传播方向，给予形
象化的情景，又可以突出重点，让抽象的问题变得生动而具
体，有助于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熟悉掌握。
（二）实验方案具体化

科学思维是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之一，其旨在培养学生模
型建构、科学推理、科学论证、质疑创新等能力。在物理实
验教学中，无论是实验装置还是实验方案设计都是思维产物，
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思维教育因素［1］。因此，在初中物理实验
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实验环节改进措施的制定、同一原理不
同实验方案的选取、实验过程细节优化等环节入手，优化物
理实验方案，让学生独立思考、敢于质疑、尊重事实，养成
良好的思维习惯，从而有效培养其科学思维品质。例如，在

“探究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跟哪些因素有关”这一实验中，教
材中所述的实验是用弹簧测力计拉动小木块在长木板上做匀
速直线运动，然而这一实验方案存在不足——实验过程中，
教师很难控制小木块做匀速直线运动，弹簧测力计示数显示
不稳定，难以读数。基于这一经验事实，教师对学生进行引
导，对实验方案进行优化，即将原实验中拉动木块改为拉动
长木板。当拉动长木板时，无论长木板是否做匀速直线运动，
小木块都处于静止状态，这样就能克服拉动木块做匀速直线
运动的问题。之后，根据二力平衡的条件，就能得出摩擦力
大小等于弹簧测力计示数。学生通过亲历实验，从而科学论
证、质疑创新，教师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习得一定的思维
方式，并逐步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科学
思维的目的。
（三）实验设计生活化

积极的科学态度与责任是学生通过物理学习而形成的关
键品格，要求学生在进行物理研究和物理成果应用时，能理
解科学、技术、社会、环境的关系，具有保护环境、节约资
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在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关
于实验理念、试验方法、实验改进、实验安全等相关实验因
素都要考虑生活方面的因素，以此优化设计，拓展实验的深
度或广度。关于实验器材，可以考虑其环保性，是否对环境
有影响；关于实验主题，将生活中的物理现象与知识有机结
合，让学生通过物理实验了解事实，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态
度与责任。例如，在进行初中物理“温度”这一节相关实验
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可以设计实验“将冰块放入不同温度的
水中，记录液面的位置［2］。直至冰融化，持续观察液面的变
化”。根据这一实验，教师提出问题，“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漂浮于海面的冰山正不断融化。那么海平面会不会发生变化
呢？”以此让学生进行进一步探讨，引导学生思考学科、技
术、社会及环境的关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从而达
到培养其科学态度与责任的目的。

结论：综上所述，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学科核心
素养教学需要落实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每一个环节。教师作
为实验教学的引导者，在日常教学中应重视其在学生物理核
心素养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在初中物理教学中，不仅要
教给学生物理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经历一次物理学
知识“再发现”的过程，从而培养学生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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