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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初中电学知识的教学中,笔者设计了一个魔箱,合理地、巧妙地将其出现在“学习电路的基本状态”、

“学习串并联电路的基本特点”、“判断串并联电路的故障”、“用电器的实际电功率与额定电功率的区别”、“电学综合

复习”等5个不同的教学阶段,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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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奥苏伯尔有一段经

典的论述,“假如让我把全部教育心理学仅仅归纳为

一条原理的话,那么,我将一言以蔽之:影响学习的

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学生已经知道了什么,要探

明这一点,并应据此进行教学.”基于这一点,本案

例以电学魔箱(由一个鞋盒制成,外部正面组成如图

1所示,内部组成及电路图如图2所示)为抓手,深

度挖掘与利用学生已有的经验与知识储备,通过情

境创设与“问题串”引领,分别从以下5个阶段尝试

了对有关电学重点知识的教学,层层递进,有效地达

成了三维教学目标.

妙用1:在学习电路的基本状态时

教师出示电学魔箱,学生观察,如图1所示.

图1 电学魔箱外部正面组成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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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箱内部组成及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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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1:开关闭合,两灯发光,此时电路是什么

状态? 电路中有无电流?

提问2:开关断开,两灯不发光,此时电路是什

么状态? 电路中有无电流?

教师演示:闭合开关后,用导线把其中一灯短

路,一灯发光,另一灯不发光.

提问3:此时电路中不发光的灯是什么状态?

电路中有无电流?

教师演示:闭合开关后,用导线试触把两灯都短

路,两灯都不发光.

提问4:此时电路是什么状态? 电路中有无电

流? 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点评:此段设计意在引导学生从电流的角度来

认识“通路”、“断路”和“短路”3种电路状态的基本

特点及其判断.

妙用2:在学习串、并联电路的基本特点时

课堂引入:教师出示电学魔箱演示,学生观察,

如图1所示.当闭合开关时,两灯都发光;断开开关

时,两灯都熄灭.设问:你知道这两只小灯泡是如何

连接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电路的基本连接

方式”.

课堂总结:教师再次取出电学魔箱演示.

提问1:这两只小灯泡是如何连接的? 你的判

断理由是什么?

提问2:这两只小灯泡究竟是串联,还是并联

的? 怎样进一步判断?

点评:此课堂设计首尾呼应,一张一驰.意在引

入时激发兴趣、引发思考,收尾时巩固所学的串、并

联电路的基本特点,并寻找其常用的判断方法 ———

拎下一灯,观察另一灯是否发光,用导线跟其中一灯

并联等.

妙用3:在判断串、并联电路的故障时

教师出示电学魔箱演示,如图3所示,闭合开

关,两灯都不发光.

提问1:已知两灯中有一灯发生故障,电路的其

他部分都是连接完好的,那么,这两灯是怎样连接

的? 说出理由.

图3 用电学魔箱演示判断电路故障

提问2:这只发生故障的小灯泡究竟是短路还

是断路? 为什么?

点评:此环节中,意在帮助学生分析简单的串、

并联电路故障,提高学生的分析、解答问题的能力,

进一步加深对串、并联电路特点的认识.

妙用4:在学习用电器的实际电功率与额定电

功率时

介绍灯泡的规格分别为“3.8V,0.3A”和“3.8

V,0.5A”,如图4所示,闭合开关前让学生先猜一

猜,再合上开关,两灯都发光,但发光的亮度不同.

图4 用电学魔箱演示用电器的功率

提问1:猜一猜,把这两灯串联在电路中,闭合

开关后它们都能正常发光吗? 哪灯较亮些?

提问2:如果要使它们都能正常发光,应如何连

接? 且接在电源电压为多少的电路中?

提问3:根据你的观察,哪灯发光较亮? 你能说

出其中的原因吗?

点评:此段中,意在帮助学生认识与理解用电器

的实际功率与额定功率的区分,会根据用电器的铭

牌算出其正常工作时的电阻、电功率,会根据串联电

路的电流、电压特点进一步进行分析与思考.

妙用5:在电学综合复习时

教师出示电学魔箱演示,如图5所示,当闭合开

关时,一灯发光,另一灯不发光;断开开关时,两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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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光.

图5 电学魔箱用于综合复习

提问1:此时,两灯是如何连接的? 请说出理

由.

生甲:是并联,因为两灯可以独立工作,互不影

响.

教师揭示其内部电路构成及电路图,如图2所

示,学生看完很惊讶.

提问2:为什么一只小灯泡不发光? 它可能是

断路吗? 为什么?

生乙:不可能,因为串联电路中,接通电路,用电

器不能独立工作.

提问3:它究竟为什么不发光?

生丙:短路了,只有它发生短路才不发光,而另

一灯仍发光.

提问4:不发光的灯如果是灯座短路了,把它拎

下来,会影响另一灯吗? 为什么?

生丁:不会影响,因为电流从短路的导线上流

走,与拎下来的灯无关.(让学生上台拎下不发光的

灯,发现另一灯也不亮了,学生看完又一次感到很惊

讶.)

提问5:拎下不发光的灯,另一灯也不发光了.

说明了什么? 那么到底不发光的灯有没有发生短

路? 如何验证你的猜想?

生戊:说明了不发光的灯没有发生短路,可以

“用一根导线”把发光的灯短路,观察原来不发光的

灯是否发光.(让学生上台用导线将发光的灯短路,

发现另一灯却亮了,学生又惊讶了.)

提问6:(进一步引导)两灯正常串联,都有电流

且相等,但一灯不发光,该灯既不是断路,也不是短

路,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生己:不发光的灯电阻太小,消耗的实际电功率

太小,灯亮不起来.

教师表扬并小结:可见,灯不亮的原因很多,通

常有3种情况 ——— 断路、短路和发光时的实际电功

率太小等.

点评:此环节通过非常规的设计,激发学生的认

知冲突,激起学生的探究欲望与学习兴趣,引导学生

大胆猜想、敢于尝试,不片面地看问题.在知识层面

上,则更胜一筹,能够引导学生进一步认识串、并联

电路的特点、电路的3种状态、灯泡不发光的多种因

素,以及帮助学生厘清了对电学中的几个基本的重

要物理量 ———“电流、电压、电阻、电功率”的认识以

及它们之间的关联.

综上所述,还是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好,

“教育的技巧并不在于能预见到课堂的细节,而在于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巧妙地在学生不知不觉之中

作出相应变动.”(《给教师的建议》).这里的“具体情

况”就是在教学中学生对电学的学习现状,教师要

善于变通,本案例中,笔者巧妙地通过一个结构简

易、制作方便的小“魔箱”,发挥其“功效”,能够引导

学生把枯燥的电学知识学习得更生动,能够把学生

的学习热情点燃,能够把知识的客体(载体)发挥得

恰到好处,能够把知识串接得天衣无缝,这就要求我

们为师者平时多实践、观察与反思.同时,学生通过

观察、实验、反思、讨论、交流、评价、总结、反馈等方

式,不仅激发创新意识,提升实践能力,而且形成了

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这也是课程理念指导下一次

有效的行为跟进.希冀以上的探讨能够给大家有所

启发,借助一个演示实验为抓手,以期达到高效的课

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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