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教学探讨　05　2020 77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初中物理探究实验的开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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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式教学主要是学生在感知学习知识期间，不断地发散学生的思维，提升自身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教师在实验

教学中挑选对应的教学课件，并且把物理实验仪器以及实验条件介绍给学生，学生进行物理实验。通过合作以及自主探索的

方式，学习与掌握物理知识，满足物理知识灵活使用的需求，科学地选择教学方案。因此，物理电学实验引进探究式教学模

式，有利于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与自主学习意识。鉴于此，本文对初中物理探究实验的开展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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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实验教学

更加倾向于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发散学生的物理思维。教

师通过探究实验教学，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改善传统教育

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完善教学内容，做好对学生的科学教育

工作，逐步提高学生的物理综合素养。

一、探究实验教学的特点

（一）注重学生的自主性

很多教师喜欢运用探究式实验教学。因为探究式实验教

学能够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作用，使学生的主体地位得

到凸显。教师只需要给学生搭建实验平台，让学生在实验中

积极探索，激发物理学习的兴趣，享受探究式实验教学带来

的乐趣。学生根据实验内容，自主设计实验方案，选取实验

物品，按照实验步骤与同伴合作，完成探究式实验。在整个

实验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

（二）强调生生合作

初中物理实验中，分组实验较多。教师依据一定的标准

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进行探究式实验。实验完全交给学生

来完成，需要先根据实验内容制定实验方案，要求小组成员

表达自己对实验的理解，然后通过讨论交流，共同完成本次

实验。由于小组每位成员的物理基础不相同，所以他们对实

验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因此，小组成员必须精诚团结，相互

交流，借鉴同伴的成功经验展开实验。由此可见，探究式实

验教学特别重视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

（三）关注对学生的评价

探究式实验教学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探究式学习提高学生

的探究水平。在探究式实验教学中，如果只依靠实验结果评

价学生是不全面的，教师应该根据学生在探究实验过程中的

表现做出评价。有些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反应比较敏捷，思路

清晰，教师在表扬这个小组集体合作精神的同时，要重点表

扬这名学生。评价要注意方式方法，评价用语要准确恰当，

才能激发更多的学生进行探究实验，主动探究，乐于探究。

二、初中物理探究实验的开展策略

（一）联系生活，培养探究兴趣

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中探究式教学的基础在于培养学生的

探究欲望，让学生可以在既定目标指引下进行探究具体来说，

教师可以结合物理来源于生活实际这一特质，以生活现象为

切入点，培养学生的实验探究欲望

例如，在生活中会出现很多液体分层的现象，油难以溶

解在水中并出现分层的现象与“密度”的相关知识有很大联

系在测量液体密度的实验中，教师便可以进行生活现象的阐

释或直接展示，并让学生通过实验的方式，结合密度知识对

这一生活现象进行科学解释在这样的教学情境下，学生的探

究能够更具方向性和目的性，学生的探究欲望也会得到有效

培养与激发。

（二）设置问题，激发探索欲望

在验证性实验中，教师比较依赖已有的知识点，将现有

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学生，忽略了学生赋予思维的发散和个性

化的培养。探究性实验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将学生从验证性实验学习中脱离出来，正确认识物理实验学

习的重要性。在课前教学时，教师可以恰当的设置一些问题，

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将其快速的带入

到课堂的学习活动中。结合所学内容思考问题的答案，或者

和教师同学进行交流互动，共同探讨。

例如，在学习“光现象”的相关知识时，教师会要求学

生通过色散实验等来验证光的几个现象，限制了学生的物理

思维。开展探究性实验教学，教师可以询问学生：在生活中

常见的光的现象有哪些 ? 如何确定这些现象是由于光而产生
的 ? 通过这两个问题，将学生带入到课堂的学习活动中。引
导学生进行思考和想象，应开展探究性实验来获得问题的答

案。这一方法能够有效地加深学生对光现象等知识的印象，

逐步改善验证性实验学习存在的弊端，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实

验的积极性，并通过自身努力完成实验，体验成功的喜悦，

增强物理学习的自信心。

（三）结合内容，创设实验任务

结合实验内容创设实验任务也是探究式教学的有效途径

“任务驱动法”已经被证明可以较好地同初中物理实验教学融

合在一起实验教学中，探究式教学可以同“任务驱动法”联

系在一起对于教师而言，结合实验内容创设实验任务能够为

师生互动提供有效媒介，实验任务解决的过程也可以成为学

生不断进行探究的过程

例如，在探究“电流与电压、电阻关系”这一实验中，

教师可以将欧姆定律的验证作为具体的实验任务，通过对学

生进行分组，并提出具体任务，学生可以进行电流、电压与

电阻数据的记录，以及验证欧姆定律的相关计算这样辅以任

务的探究方式可以为学生指明探究性实验的方向，此外，教

师在学生探究进程中进行针对性指导也更能提升探究性教学

的有效性。

（四）引导思考，反思实验结果

除了实验生活化激发学生探究欲望、实验中创设实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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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教师也可以在实验完成后引导学生进行实验结果的总结，

让学生进行实验结果的反思大多数情形下，受制于实验条件

的简陋，或是学生的误操作或不规范操作，实验结果往往同

物理定律间存在一定出入这表明学生的物理实验能力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对此，教师也可以此为切入点进行探究式教学

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重新梳理实验流程，进行实验结

果与物理定律误差产生原因的定位教师可以围绕较为精准的

实验结果，进行实验结果实际应用上的引导，让学生能够理

论联系实际，对实验结果以及物理知识的生活化应用进行思

考与探究这不仅能够提升实验教学的有效性，同时也能较好

地促进学生科学素养的提升。

（五）描述现象，提升表达能力

教师要求学生用语言将物理实验中所发生的各种现象描

述出来。然而由于物理实验现象较为复杂，所以教师要发现

学生在描述物理实验现象时的错误，让学生的语言变得越来

越严谨。

例如，当老师要让学生描述“滑动摩擦力的大小与哪些

因素有关”这一实验的实验现象时，有的学生会这样说：摩

擦力大小与材料有关，材料越粗糙，摩擦力就越大。根据学

生的描述，教师要指出其中的错误，并且要告诉学生正确的

描述方法：摩擦力大小与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有关，接触面越

粗糙，摩擦力就越大。通过这样做可以避免学生以后犯类似

的错误，并且在潜移默化中也培养了学生的表达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初中物理新课程改革下的教学要求，传

统的演示实验教学模式已经落伍，根本无法满足当前的实验

教学要求。随着教育改革的发展，探究式实验教学将会成为

初中物理教学的主要模式。教师要积极转变教学观念，探索

探究式实验教学模式，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促进初中物理

实验教学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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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6 页）教学能力受限导致了精讲成为了一种泛泛而

谈。精讲意味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浓缩教学内容的精华，

注重培养学生思维的培养。因此要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进

行精讲，教师需要注意精讲的内容。在课前教学内容设计中

需要厘清教学内容的重难点，深入钻研教材内容，将复杂的

课本知识通过浅显易懂实例向学生展示，并选择具有针对性

的例题。在课堂上需要要求教师能够结合教学时间把握多种

方式灵活运用，启发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在课后主动学习。总的来说要求高中数学教师在讲课过程中

需要充分考虑教材知识点难易程度，结合学生的实际特点，

注重点拨学生的思路，启发学生的兴趣。从而来培养学生举

一反三的能力。

（六）引导学生收集错题，及时查漏补缺

错题集是一种非常好的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的方

法。一方面能够培养学生错题整理的习惯，一方面能够帮助

学生了解自身的不足。错题集有利于引导学生归纳并建立自

己对于数学这门学科的总体认识，真正成为数学学习的主人，

更加快速地掌握数学学习方法。

比如“集合”相关知识点中，空集作为一种特殊的集合，

学生极为容易就忽略空集的存在。

例 1：已知集合
A={X|-2 ≤ X ≤ 4}，b={x|2m-1<x<m+1} 且 B⊆A 求 实

数 m 的范围。

分析：此题的陷阱在于要对于 B 是否位空集进行讨论。
解析：因为 B⊆A 而集合 B 可能是空集，分以下两种情

况进行讨论。（1）当 B= ∅ m+1 ≤ 2m+1，解得 m ≥ 2；（2）
当 B ≠∅解得 -1 ≤ m<2；综合得 {m ≥ -1}。

新高考制度推出后，更加关注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更

加强调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与老高考相比在教学方式、学

习方式以及教学内容上都已经发生了诸多的变化。新课改教

学对于当前教学内容，教师需要积极反思自身的教学不足，

改善自己的教学方法，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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