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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以“核心素养”为主体的新课程标准体系正逐渐取代以知识结构为重心的传统课程标准体系,倡

导核心素养导向的物理教学,是体现物理课程价值的需求.物理教师应该加强物理核心概念的来由、注重物理研究

的科学思维、关注学生真实的情感体验、树立正确的科学态度及责任意识,教师应加强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的物理学

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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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高中毕业10年再聚会时,常与学生聊聊物

理,学生常常笑着说:物理规律基本上都“还给”我

了,但物理学研究问题的思维方法、科学态度一直应

用于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是不会被遗忘的.
这些被学生终身保持的、成为他们行为习惯的就是

一个人的基本素养,培养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才是中学物理课程的最大价值[1].物理学科核心素

养是学生在接受物理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

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是学生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关键部分,主要由

“物理观念”、“科学思维”、“实验探究”、“科学态度与

责任”等4个方面的要素构成[2].
实施核心素养导向下的物理教学,需要物理教

师转变教学的价值观念,意识到物理教学应围绕核

心概念展开教学,而不是围绕考试试题展开教学;物

理教学的目的不在于对物理知识的记忆和再现,而

在于知识的应用、思维方法的培养,在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物理学科核心

素养.物理学科核心素养是一种行为习惯和思维能

力,习惯和能力的培养不仅需要学习体验,更离不开

学习者的亲身实践 ——— 物理实验,物理是一门以实

验为基础的自然学科,因此,物理老师要在平时的教

学过程中加强实验教学,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1 实验教学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物理观念

很多物理概念和规律是抽象的、深奥的,学生很

难理解,通过实验教学可使抽象的概念形象化,深奥

的规律简单化,如磁场中安培力、洛伦兹力概念、电

容器和电感器在交流电路中的作用等等.教学时教

师通过形象具体的物理现象建立物理表象,让学生

体验物理知识的发现过程和应用价值,使学生真正

理解物理知识和核心概念的内涵,真正形成自己的

物理观念.
滑动摩擦力的方向,是高中物理教学的重点,也

是高中物理教学的难点,还是高考的热点.滑动摩擦

力的方向难就难在是与物体运动方向相反,还是与

物体间的相对运动的方向相反.下面介绍通过实验

突破“摩擦力方向”的实验教学.教师和每个学习小

组配有一把长毛刷(理发用的).教师一边演示、学生

一边操作,同时要求学生观察长毛刷的毛倾斜的方

向(即为长毛刷所受摩擦力的方向)和通过手心感

受手所受摩擦力的方向:

(1)左手心朝上平放、保持不动,右手抓住长毛

刷沿手心向右滑动;

(2)右手抓住长毛刷不动,左手心朝上与长毛

刷紧密接触且向左移动;

(3)右手抓住长毛刷向右运动,左手心朝上与

长毛刷紧密接触且向左移动;

(4)右手抓住长毛刷,左手心朝上与长毛刷紧

密接触,两手同时向右运动,但右手运动稍快些;

(5)右手抓住长毛刷,左手心朝上与长毛刷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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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接触,两手同时向右运动,但左手运动稍快些.
实验发现:前4种情况摩擦力方向相同,第5种

情况与前4种情况摩擦力方向不同,教师让学生描

述现象、分析原因、归纳要点、从而得出结论.这种实

验教学将主要的教学活动还给学生,学生依靠自己

或与同学合作一步一步地探究出滑动摩擦力的方

向,这个结论一辈子都不会遗忘.当然,静摩擦力的

方向也可用该实验器材进行探究.
物理实验教学的重要目的就是改变只注重知识

和结论而忽视规律形成过程的教学方法,通过实验

教学,学生观察到的物理现象、形成的物理概念、总

结出的物理规律是理解的,不是死记硬背的,印象是

深刻的、不会遗忘的.

2 实验教学是培养和提升科学思维的重要途径

实验现象与物理概念、规律(理论)之间有很大

的差距,对于人脑来说,观察是信息的采集与输入,

思维则是信息的加工与处理,实验现象与实验数据,

有利于学生对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加上想象、联想、

推理等一系列的思维过程,最后作出总结判断[3],完

成从感性到理性的第一次飞跃过程;尤其是学生实

验失败时,教师放手让学生自己去追寻问题的根源,

引导学生发散思维,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猜想,摸

索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有助于培养学生研究物理

问题的思维方法,从而提升了学生的科学思维.
打点计时器是高中物理多个力学实验中的重要

器材,在进行教学时,教师对照打点计时器介绍构造

及原理,并进行打点试验,这样的实验教学是粗浅

的,教学效果是不理想的.教师可做如下改进:教师

准备一个节拍器(网上可购买)或手机中安装节拍

器软件,每个学习小组准备一支水彩笔和多根纸带.
(1)让学习小组右侧学生手握水彩笔,当听到

节拍器发出“嘀”声时就在草稿本上“打”一个点,让

学习小组左侧学生练习沿直线拉纸带.
(2)让两位同学合作,左侧学生沿直线拉纸带,

右侧学生用水彩笔在纸带上“打”点.
(3)比较不同学习小组打出的纸带上相邻点的

间距大小并引导学生分析原因.

(4)介绍打点计时器的构造、工作原理.
(5)将输液用的500ml瓶中装适量水,并在水

中滴数滴红墨水并摇匀,连同输液管一起固定在铁

架台上,调节好输液管的滴水速度,让一位同学手提

铁架台在教室内走一圈,时而加速运动,时而减速运

动,并让学生观察地面上的红色水滴.
(6)有条件的教师演示用频闪摄影技术拍摄小

球做自由落体运动,获得小球做自由落体运动的频

闪照片.
通过以上实验教学,不仅可以让学生真正理解

打点计时器的工作原理,还可以让学生理解打点法、

滴水法、频闪照相法研究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思想方

法.

3 实验教学能提高实验探究技能 培养创新意识

由于教材中安排的分组实验从实验目的、实验

原理、实验器材到实验环节、实验数据、实验结论全

部预设好,所有学生只要按照固定的实验步骤,在同

一时间用相同器材、相同方法完成同一实验,得出相

同结论,从而导致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合理猜测的

能力、设计实验探究方案的能力和获取证据、分析论

证、合作与交流、评估和反思的能力得不到提高.所

以教师在实验教学时,要挖掘教材及教参中没有的

实验,这就需要教师启迪学生及自身智慧进行拓展

实验教学,学生通常面对的是未知的、开放性的问

题,没有现成的实验步骤和数据,也没有明确的结

论,学生只有充分利用所学的知识、经验和物理素

养,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积累的理论和物理研究方法,

提出种种猜想,不断设计实验方案,通过拓展实验进

行探究、论证,反思、修正,最终得出结论.当然,拓展

实验还可以培养学生多项能力,如实验前查阅资料,

汲取重要信息,可培养阅读、自学能力;实验时要动

手安装实验器材并操作实验器材进行实验,从而培

养了操作能力;实验时认真观察,提高观察能力;有

些实验现象让学生感到惊奇、有趣,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促进学生去探究缘由,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创新能力,等等.如验证机械能守恒定律,教师

不仅让学生用落体法进行验证,还要引导学生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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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绪论课教学内容设计

何伟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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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 09 20)

摘 要:大学物理课程是工科大学生的一门公共必修课,能否学好大学物理课程,绪论课是关键.因此从什么

是物理、为什么学物理、物理学什么、怎样学物理4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怎样上好一堂大学物理绪论课.

关键词:大学物理  绪论课  教学

  对于工科类的大学生而言,“大学物理”课程是

其必须要上的公共必修课.该课程是在学生们学习

了高等数学微积分之后的大一第二学期开设[1].大

学物理是在高中物理的基础上,知识的深度、广度都

有所增加.大学物理是基础课,学好了大学物理课

程,才能在以后的专业课学习中如鱼得水.大学物理

的第一堂课是绪论课,绪论课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

到学生对大学物理课的兴趣和重视程度.
根据笔者数年的教学经验,认为绪论课要解决

这4个问题,什么是物理、为什么学物理、物理学什

么、怎样学物理.

1 什么是物理

在中学阶段同学们都学过物理,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对物理并不陌

摆法、弹性势能与动能转化法、系统法进行验证,测
速度可用纸带法、平抛法、光电门法等,这样的拓展

实验更能提升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

4 实验教学有利于学生科学态度与责任意识的养成

实验本身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过程,由于某种偶

然因素的出现都会导致实验失败,所以实验要想成

功,必须一丝不苟,来不得半点闪失,从而培养学生

严肃认真的态度及对实验结果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实验中常常出现意料之外的现象,教师要引导学生

追溯其原因,不仅能扩大知识面,而且有利于培养学

生严谨的科学作风和捕捉机遇、获得成功的本领.实
验往往需要两人或多人协作才能完成,从而培养了

学生交流合作能力.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可利用

科学家(如法拉第)发现物理规律的历程激发学生

不服输的意志品质,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责任意

识,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操、民族自尊心等,促进学

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3].

毋庸置疑,物理实验教学是提升学生物理学科

核心素养的最有效途径,因而笔者认为,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要尽量挖掘更多的实验进入课堂,督促学生

认真完成不能进入课堂的课外实验,同时做到实验

的“主体角色转变”,即能让学生独立做的实验教师

不参与,不能让学生独立做的实验由教师与学生一

起做、变“教学”为“导学”、变“演示实验”为“师生协

同实验”[4].学生亲自设计实验方案并亲自动手实

验,在观察、分析、推理、归纳的过程中切实提升学生

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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