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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在初中物理课堂教学中渗透苗族文化元素
许帮勇

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第三中学　贵州　安顺　561000

摘　要：在新课程改革的时代大背景下，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把苗族文化引入到初中物理课堂，无疑是

落实这一观念的重要尝试，将给物理教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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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苗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所包蕴的内容

和形式非常丰富．在平时的学习与生活中，我们随处都能感

受到它的巨大影响．将苗族文化引入物理课堂，是非常契合

初中物理课程内容及学生的心理发展状态的一种尝试。

一、文化引入策略对初中物理课堂教学的价值

将苗族文化引入物理课堂的策略是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

景下被提出的，这一教学策略将会让初中生得到中国优秀苗

族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增加其对物理知识的掌握效果，给

其自身学科综合素养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因此，这一做法

符合初中物理课堂教学的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师在探索教学方式改革创新思路时，需要注意到这一点，

关注文化引入内容的丰富性，引入内容适应面的广泛性等，

以确保其真正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更大益处．

二、初中物理课堂可引入苗族文化的内容

苗族文化和现代物理科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若是

能够找到二者的链接点，将会让学生对教学内容产生全新的

认识．因此教师应在看似不可能处寻找可能，深入探索哪些

苗族文化内容可在课堂上加以应用．在探索此问题时，教师

需意识到苗族文化中虽有科学内容，但这些内容往往是经验

性的、描述性的，基本都处在对现象的描述阶段，将其与现

代物理科学链接起来时，要做好链接后的说明工作，以明确

苗族文化与教学内容的相同点及相异点．据此，笔者总结初

中物理课堂可引入苗族文化的内容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是传统哲学思想．比如，较典型的阴阳协调、对立

统一思想，可以用来说明初中物理教材中的很多内容，包括

分子间的相互作用、磁极间的相互作用、浮沉条件、平面镜

成像、磁与电的互相生成等．

其二是传统文学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里面涉及了

很多物理现象，科学现象以诗、词、成语、音乐等形象方式

呈现出来，将这些方式引入到课堂中，将是物理课堂形式的

一大突破。

其三是传统工程技术．包括建筑、工艺、机械等方面的

中国传统成就，同样能够对初中物理课堂教学有极大的丰富

作用．如用“钻木取火”说明能量的转化，用“桔槔”和

“筷子”说明杠杆，等等。

二、苗族文化应用于初中物理课堂的途径

（一）利用苗族文化切入物理教学

对于“密度与社会生活”的教学，第一个需要突破的教

学难点就是让学生明白温度对密度有影响，并且能够解释一

些具体的生活现象。在教学设计和组织教学时，教师可以利

用苗族文化中“走马灯”的素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

而高效实现教学目标，同时有效渗透苗族文化。

教学设计过程如下：

第一，抛出问题：为什么结婚时要贴双喜字？（学生的

好奇心被充分激发）

第二，讲解一个关于王安石的楹联故事：“走马灯，灯走

马，灯熄马停步；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进一步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三，通过自制的走马灯模型，演示其工作原理，在实

物演示的同时，结合前面学生所学的热胀冷缩、物质密度等

相关知识，让学生明白灯内空气温度升高，其密度就会减

小……（突破教学难点：温度对密度有影响）

第四，进一步拓展“温度对密度有影响”的相关知识，

讲述走马灯的工作原理、孔明灯的原理，以及蒸汽涡轮机的

原理（使学生充分掌握气体温度与密度的关系）

第五，在学生理解和学习了气体温度与密度关系的基础

上，引导学生自学教材内容，整理总结固体、液体的密度和

温度之间的关系。（让学生从“接受知识”到“经历知识”）

通过这样的教学，学生能够更好地将生活带入物理课堂，

也更加容易提高学习兴趣，在苗族文化的熏陶下更好地学习

物理知识。

（二）列举物理教学中可利用的苗族文化知识

在教学“物态变化”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辨析千古名

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引导学生提出疑问：“真的是霜满天

吗？”有此思维碰撞，学生就有强烈的意愿进一步查阅资料，

探究霜和雾形成的原因，并提出在具体的生活、生产实际中

避免霜冻的有效措施。

教师在物理教学中可以应用的苗族文化知识还有很多，

如“飞流直下三千尺”（重力）、釜底抽薪（影响液体沸腾的

因素）、坐井观天（光的直线传播）、镜花水月（光的反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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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天地，赞华育”是苗族文化的一种典型的思维特征。

苗族文化中有很多内容涉及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观察、思考

和礼赞。教师如果单纯地进行物理教育教学，而不顾及学生

长期在苗族文化浸润下养成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等，就会

使学生在物理课堂上产生“无根感”，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

展。因此，物理教学要重视学生对苗族文化的积累，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的感悟，学生的文化背景、生活经验，以及各学

科知识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三）课后拓展中渗透苗族文化

在完成“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教学之后，教师可

以设计这样的课后拓展作业：“课堂上，我们学习了‘物体间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相互’如何理解？还有哪些方面有类

似‘相互’思想的应用呢？”

在作业中，有的学生谈及“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中国礼

仪；有的学生说到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与环境的良好互动；有

的学生说到人际关系的处理。不管学生思考的是否全面，至

少这样的思维训练可以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将科学与人文结合，

从而纠正当前教育中科学与人文分化的倾向。同时，这样的

训练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与解决问

题能力，从而使学生进一步开阔视野，提升学习能力，实现

全面发展。

这样的感悟经历能够使中学生摆脱物理工具论的狭隘看

法，让他们进一步明白，在不同的学科范畴内，知识的表述

和呈现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不同的人对自然认识的初衷

和归宿都是一样的。

三、结语

总而言之，把民族苗族文化适当地引入到初中物理课堂

上来，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行性．初中物理教师应当以

贴近学生需要、贴近生活实际为原则，通过多种类型的苗族

文化引入，使其在情境创设、活动构建、习题巩固等环节发

挥出独特作用，更好地为提升学生学科综合素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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