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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利用趣味实验引入高中物理课题的策略研究
辛加胜

贵州省六盘水市第一中学　553000

摘　要：物理就是以实验以及观察作为基础的一门课程。在高中物理课堂中，实验活动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除了

需要培养学生联系生活之外，以此来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之外，还可以有效地完成物理知识教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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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教学过程当中，课堂引入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由于
学生们的兴趣以及好奇心就是激发他们学习动机的源泉，良
好的课堂引入能够把教师的目标逐渐地转化成学生的目标，
使得他们能够快速地进入到学习的状态，良好课堂的引入能
够把学生们引入特定课堂教学的氛围中，充分地激发出学生
们学习的兴趣，进一步地引起他们的学习动机，从而使得课
程教学逐渐步入佳界。

二、趣味物理实验开发的意义
高中物理趣味实验的教学，对物理教育教学的课程具有

重要意义。让学生们能够更好融入到物理知识的学习当中，
这就是我国新课改的发展要求。在实际教学过程大部分中，
高中物理教师应当培养学生们灵活的应变能力，促进学生们
可以综合发展。物理学科就是以实验活动为基础的一门学科，
然而，课本本身实验的趣味性不足，倘若教师把实验展开改
进工作，增强吸引力和趣味性，学生们能够主动积极地参与
到探究活动中，进一步地激发高中生主观能动性。

三、核心素养下利用趣味实验引入高中物理课题的策略
（一）实验一：滤音电路的秘密

1. 器材：准备 1 只扬声器、1 块数字功放板、1 台笔记本
电脑，在旧音箱分频电路中，分别拆下电感、电容各一只。

2. 制作：电路图如下图 1 所示，实物电路板如下图 2 所示。

图 1　实验一电路图

图 2　实验一实物电路板

3. 演示

首先，运用到音频线，将电脑与功放板连接起来，再把

交流电源与功放板连接起来。

其次，笔记本电脑需要播放出来提前准备好的一段具有

明显对比的高音，譬如低沉的音乐、尖锐的声音，在电路 A、
B 这两个位置上，分别接入到电感以及电容，低音慢慢减弱，

基本上只具有高音。

最后，倘若把电感以及电容互换位置，那么，高音逐渐

减弱，基本只存在低音。
4. 说明：此实验运用到电感以及电容滤波的功能，能够

当作成鲁科版高中选修物理 3-2：交流电路当中电感与电容”
这一新课引入的实验，能够把枯燥无聊的物理知识变得更加
的有趣，从而激发学生们学习物理知识的兴趣，把他们主动
带入到探究新知氛围当中。
（二）利用意想不到的物理现象，导入课题

物理学科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而实验是有趣的。教师可
以在课堂导入环节将物理实验利用起来。因为实验可以有效
的刺激到学生的感官，所以学生的注意力可以快速的集中起
来，会对教学内容产生兴趣。

例如，在教学“动量与冲量”的相关物理知识的时候，教
师可以引导学生去学习动量、冲量、矢量的概念。在课堂导入
环节，教师可以在桌面的一边放上一块毛巾，然后拿起两支新
的粉笔，将其放在同一高度上，让其进行自由落体运动。通过
这个简单的小实验，学生可以切实的观察到：没有铺毛巾的粉
笔在落下后直接断裂了，铺了毛巾的粉笔在落下后一点事儿都
没有。在看到此现象之后。学生产生好奇。教师这时引入教学
内容动量与冲量，学生可以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教学过程中。

又如在教学《机械能守恒定律》的时候，教师可以在导
入环节做一个小实验——单摆实验。教师可以将单摆的擦摆
球拉出一个大的角度，并将自己的鼻子放在其的前面。因为
此实验非常惊险，一不小心就会砸到教师鼻子，因此学生们
的注意力能够快速地集中。然而，可以通过实验，学生们能
够发现摆球不会碰到教师的鼻子。因为这个实验结果和学生
的个人认知不一样，所以学生对要学习内容产生探究的心理。

四、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新课的导入，能够充分地激发出学生们

的好奇心，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学好高中物理知识。趣
味实验当中丰富多彩的实验现象比一般演示的实验，更加可
以激起学生们好奇的心理，运用他们此种心理，进一步地引
导其来分析、观察实验的现象，随着此种情绪体验的不断积
累，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进一步学习物理知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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