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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课改背景下更注重对学生学科素养进行有效培养，物

理核心素养培养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发现和发展学

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及问题探究模式，

只有具备“科学探究 "理念才能实现对学生物理核心素养的

有效培养 [1]。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新课改更注重对学

生思维能力及创新能力进行培养，而要想实现这一培养目标

就需要教师积极开展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探究精

神，这也是学生物理学习应具备的能力素养。

2  创设学习情景，激发学生探究兴趣

物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对学生理性思维进

行考察，培养学生问题探究能力，需要学生多观察生活中的

现象，为物理知识学习构建理性思维平台。课堂教学时要求

教师充分利用教学资源，结合学生日常生活创设一系列教学

活动，增强学生生活体验感的同时激发学生知识探究欲望，

培养学生物理学科学习兴趣。

教学片断 1：为什么小灯泡的额定电压不是 3V

在进行路端电压教学时，学生由于初中阶段的教学经历

会片面地认为电源两端的电压始终是固定的，教师要想改变

这一思维模式可以通过情境创设的方式，准备一个手电筒，

让学生观察里面的发光体。学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手电筒，

观察小灯泡的额定电压，得出其电压值有着明显不同，有的

是 2.5V，有的只有 2.3V，这时学生的情绪开始高涨，产生

热烈的讨论：为什么用两节干电池工作的小灯泡的额定电压

不是 3V而是比 3V小呢？这就为下面路端电压的学习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激发了学生主动探究电源两端电压与电

源电动势联系的兴趣。

创设良好的教学情景激发学生探究性思维，激发学生

问题探究欲望，当学生对问题产生疑惑时就会有要把问题弄

清楚的冲动，学生就会自发地进行科学探究，最终建立正确

的物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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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学生活动，指导学生自主探究

探究学习活动要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以问题为载

体，从学科领域或现实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的方向，创设

一种类似于科学研究的情景，通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究活动，

并从中获取知识技能，培养学生的价值情感，使学生具备良

好的解决思维能力和意识。

教学片断 2：在自主探究的活动中突破支架上力的分解

问题

支架上的力的分解问题是《力的分解》教学中的一个

难点，在课堂教学中合理组织学生活动、自主探究可有效解

决这一问题。教师首先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猜想进行力的分

解，然后请学生交流自己的分解方法及理由。由于学生原有

知识结构的局限，绝大多数学生的分解方法都与正确答案相

差比较大，这时再组织学生自主实验探究，用到的器材有铅

笔、细线、橡皮筋、直尺、圆规等，让学生利用手上的这些

器材组成支架，自己亲身体验一下支架各条边的受力情况。

学生通过亲身感受，弄清了支架上各条边的受力情况，也就

自然地搞清了力的分解的思想来源，进一步掌握了力的分解

的正确步骤和方法，学习能力进一步提高。

4  加强交流与合作，促进学生互助探究
学生的学习能力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与同伴的相互交流、

相互合作、相互学习中获得的，学生不仅要学好书本上的知识，

还要学会去交流，学会去合作，更要学会在团队中表达自己

的思想和观点，学会与别人分享自己成功的经验和体会。科

学探究是物理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探究活动中分小组

合作探究，要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探讨，在探讨中进行思想

碰撞，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对学生核心素养进行综合培养。

教学片断 3：金属导体的电阻和哪些因素有关

在电阻定律的教学中，需要学生对问题展开自主探究，

但由于时间限制无法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实验探究活动

中，要想弥补学习中的不足可以通过开展小组合作实验、合

作探究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教师结合课本上的实验要求将学生分成实验小组

对物理知识展开探究，共分为 12个小组，每组人数在 3个

左右，前四组成员对电阻与导体长度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

中间四组对电阻与导体横截面面积的关系展开研究，最后四

组对电阻与材料性质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方法由小组成

员自行分配，要求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到实验探究中，进而得

出实验结论。学生在老师的引导、组织下通过合作学习得到

探究结果，使每个学生都会有一种成就感，通过合作学习方

式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有助于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

神，促进学生之间的友好交流，更好地找出问题的解决方

案。教师先让 1~4小组、5~8小组、9~12组进行探究式学习，

并请小组成员谈一谈自己小组合作学习下的感受。

学生 1：只改变导体的长度，发现金属导体的电阻与导

体的长度有关系，而且是正比关系。(展示实验数据 )从实

验数据可以看出。

学生 2：用不同粗细、长度相同、同种材料的导体做实

验，得出金属导体的电阻与其横截面呈反比关系。(展示实

验数据 )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

学生 3：金属导体的电阻与导体的材料性质有关，向学

生展示有关实验数据，用长度相等、粗细相等的铜丝、铝丝、

铁丝进行实验，发现电阻都不相同，其中铁丝电阻最大，铜

丝电阻最小。

教师：最后证实金属导体电阻与其长度 L是成正比的，

但与其横截面面积 S是成反比，面对这一现象要怎么找出

二者的定量关系 ?

学生 1：乘一个比例系数就可以把正比符号改成等号了。

学生 2：不同的材料、比例系数好像不一样，用刚才的

实验数据可以求出铜、铝、铁的比例系数。分组计算铜、铝、

铁的比例系数，展示数据，发现铜的比例系数最小，铁的比

例系数最大。

学生 3：铜的比例系数最小，在长度、横截面相同的情

况下电阻最小，也就是说铜的导电性能最好。

教师在此基础上提出电阻率的概念，并展示不同材料

的电阻率，让全体学生一起交流、相互探讨，最后在教师的

启发和引导下学生得到电阻定律。

在互动交流中，学生有事可做、有话可讲、有据可寻，

并获得老师、同学的帮助、赞许和鼓励，促进了学生学好物

理知识，提升了学生科学探究的能力。通过开展分组合作学

习方式，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热情，小组成员都有明确的分工，

使每个成员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将团队精神充分发扬

出来，体会到团队协作的价值，进一步提高学科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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