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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教学中利用课外家庭小实验促进学生能力发展的
策略

陈　波

（南京师大附中宿迁分校，江苏 宿迁 223800）

摘要：随着新课改在我国初中教育体系内的不断深化，在素质教育理念“全面育人”思想的指导下，物理课程在初中教育体系中的

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高质量的初中物理课程不仅能够推动学生数学知识学习能力的发展，同时还能够使学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过

程中形成良好的实践能力，从而为学生的全面成长奠定基础。但是在当前的初中数学课堂教学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教师的教

学方式僵化导致学生的实验能力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通过深入探究初中物理课程中，家庭小实验的开展策略，以期提升初中物理

课程教学质量，为推动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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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家庭小实验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索能力

自主探究能力是初中物理教师的培养重点，很多学生喜欢物

理课程是因为物理知识“好玩儿”，特别是实验活动是吸引学生

主动学习物理课程的主要因素。但是当前很多教师忽略了这一点，

枯燥地讲解学生的物理知识自主探索能力不足，不仅降低了学生

的学习欲望，同时也降低了课程质量。针对这种问题，初中物理

教师可以充分发挥家庭小实验的作用，以科学化的实验内容和趣

味性的实验流程调动学生积极性，推动学生自主探索和学习物理

知识能力的发展。

以《沸腾》相关物理知识的教学活动为例。在指导学生学习

“水的沸腾”相关知识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直接为学生讲述相关

理论知识，因为直接性的知识阐述，导致学生对“水在沸腾过程

中持续吸热但是温度不变”这一重点知识的记忆能力不足。针对

这种问题，在开展这节课程的教学活动时，我充分利用了物理课

后活动的“纸锅烧水”相关题目，引导学生用蜡烛、纸杯、塑料袋、

饮料瓶等不同材料做容器烧制开水。这些生活化的材料在家中随

处可见，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将物理知识与生活实践相联系的能力。

当学生发现这些易燃品在烧水的过程中没有损坏，展示出了强烈

的学习兴趣，形成了对“水沸腾持续吸热”这一知识点的有效记忆。

由此可见，在物理课程中应用家庭小实验的方式，能够有效推动

学生物理知识自主探索能力的发展。

二、通过家庭小实验培养学生的理实结合能力

所谓物理就是人对客观生活、事物、自然运行规律的总结，

物理学科的一大特点就是来源于生活。在初中物理课程中，物

理理论知识是与生活具体联系的，而初中生在学习物理知识的

过程中，面对那些能够通过自身的生活经验理解的物理知识，

学习效果会更好。然而，在当前的初中物理课程中，很多教师

忽略了学生的这一学习特点，所设计的物理课程教学内容脱离

生活实际，导致很多学生形成了“物理知识枯燥乏味”的思想，

针对这种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家庭小实验的方式推动激发学生

兴趣，使学生在生活中发现物理知识，从而提高初中生对物理

知识的理解能力。

以《升华和凝华》这节课程的教学活动为例。在当前有很多

物理教师在开展这节课程的教学活动时，采用的是课本上的“碘

锤实验”——首先将碘锤放置到水中，指导学生观察出现的红色

碘蒸气，然后将碘锤取出，指导学生观察在容器内壁上出现的固

体碘颗粒。通过实验过程可以看出，在这样的实验教学下，学生

只是遵照课本的知识，进行了简单的“拿起、放下”的实验操作，

那么《升华和凝华》的知识原理的认知势必会存在不足。针对这

种问题，我在这节课程中指导学生开展了家庭小实验——通过樟

脑丸制造雾凇、通过盐冰在易拉罐外表制造霜等等，通过这一系

列的家庭小实验的开展，不仅是对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生活

化教学思想的实践，同时还能够使学生在生活中发现《升华与凝华》

的物理知识原理，提高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三、通过家庭小实验培养学生的实验创新能力

在当前的初中物理课程中开展家庭小实验，最大的优势在于

学生不仅仅是单纯的物理实验操作者，同时也能够在操作实验的

过程中形成良好的个人见解与独特思考；教师利用家庭小实验开

展教学不仅是进行精细化教学的一种课堂教学模式，也是学生思

维参与的深度学习方式。学生在开展家庭小实验的过程中能够养

成独立思考、提高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最后达到创新、创造的

最高境界。

以《滑动摩擦力》这节课程的教学活动为例。学生在研究影

响滑动摩擦力的因素时，发现如果想要实验的数据的测量更为精

确，需要保证小木块在地上做匀速直线运动，但是现有实验条件

是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的。学生联想到家里的跑步机，将木块放在

跑步机上，让跑步机运动起来，不就相当于让木块匀速运动了吗？

然后，只需想办法将弹簧测力计固定即可。经过师生合作探究，

我们发现用跑步机进行探究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影响因素实验，可

以有效解决课本实验中因为没法匀速而出现的测量问题。由此可

见，借助学生课外家庭小实验进行教学，对老师的教、对学生的学，

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物理课程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注

重家庭小实验与学生学习活动的有效融合，通过这样的方式促进

学生的实验创新能力，使学生在生活经验的指导下自觉理解物理

知识，在生活中发现物理规律，推动学生物理综合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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