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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阅读教材法教学论述
姚义斌

（珠海市斗门区西湖学校，广东 珠海 519115）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教学工具日益先进和便捷。多媒体教学工具进入课堂后，很多教师在教学时过于依赖多媒体而忽视了教材，

文章针对此种现象提出了初中物理阅读教材法教学，从教材的重要性、教师的教法、学生的学法以及阅读教材法教学的优势展开相关论述。

呼吁初中物理教师在教学中重视教材，重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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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阶段的物理学科知识相对而言浅显易懂，学生在学习每

个章节前可以通过自主阅读教材对整节内容有大概理解和掌握，

有些章节甚至无需老师讲授，学生仅通过阅读教材即可理解并掌

握，这些章节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可能比教师直接讲授所接收的效

果更好。如今随着科技发展，多媒体工具进入课堂后，很多物理

教师无意间脱离教材授课，仅凭课件教学和辅导资料就完成了整

节课内容，虽然大部分学生都能认真听课，但并非主动学习，而

有少部分学生不爱听课，最终所取得的学习都效果不理想。本文

针对此种现象，从教材的重要性、阅读教材法教学的教法、学法

以及其优势四个方面做相关论述。

一、教材的重要性

教材是由国家或地区教育部门组织教育专家团队根据多年积

累的经验，经过研究和调查，科学合理编排出来的。教材的编排

要遵从符合课程标准、知识系统性、科学性与先进性、适合学生

认知规律、教学需求导向、适宜性、鼓励创新性等原则。它是依

据课程标准编写的科学文化知识的载体，是教师实施教学的主要

依据，也是学生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培养品德的重要来源。教

材能让学生系统地学习知识，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更好地

理解和应用知识。通过学习教材知识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

创新精神。

不同的地区初中物理教材版本不同，目前全国范围内使用省

市最多的是人教版教材。以使用人数最多的人教版初中物理教材

为例：（1）它先从声、热、光等形象具体的知识开始编排，然后

是力学、电学等较为抽象的知识，这样就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不至于让学生刚接触物理就难以接受。（2）教材把机械运动放在

声学前一章，因为声音的速度计算需要用到第机械运动的知识，

所以教材的知识顺序要承上启下。（3）与其他学科的一致性：例

如八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质量与密度”涉及体积的计算需要用到

整数指数幂的运算，所以物理学科会等学生在数学课上学完整数

指数幂再编排本章节内容。（4）教材知识注重引导学生自主思考：

例如第十六章第 3 节“电阻”，会从生活中常见的铜导线引入，

对比如果用银或铁做导线的好处，然后引出电阻的概念。（5）教

材是老师们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的参考标准：例如第十二章第 1

节“杠杆”中力臂的作图，很多老师不确定教学生画力臂时用实

线还是虚线，此时只要参考教材就可以确定用实线和双箭头画力

臂也是对的。

二、阅读教材法教学的教法

教师在让学生阅读教材前先要做好课前引入，积极引导学生思

考，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然后提出学生在阅读教材时能找到答案

或通过思考能得出答案的问题，让学生带着疑惑和问题去阅读教材。

接着检查学生阅读完教材后找到的答案正确与否，并进行知识或实

例或实验的内容补充以及拓展延伸，由于学生已经自主学习过教材

知识，此过程的补充可适当简化，从而节约用时。最后组织学生做

课堂检测或动手实验，根据学生的反馈结果评价本节课的课堂效果。

根据教材内容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学生阅读教材的方式分为

以下四类开展教学。

（一）基础知识类

对于知识相对简单、内容较少的章节，学生通篇阅读教材、

自主学习即可掌握大部分内容，教师无需过多讲解，只需针对某

些知识补充一些应用实例，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对于知识相对

复杂、内容较多的章节，教师可引导学生分知识模块阅读教材，

每自主学习一个知识模块后教师进行讲解补充，再进行下一个知

识模块的教学。

基础知识类章节整理：

（二）基础知识与实验演示结合类

对于这类章节，教师要分知识模块进行教学，无实验演示的

知识模块可参照基础知识类教学方式进行，有实验演示的知识模

块要在课前准备好实验器材，教师可自己做实验演示，也可让学

生上台演示。那么阅读教材应在实验演示前还是演示后进行呢？

笔者认为在演示前阅读教材会降低学生观看演示实验的好奇心和

思考力，提倡在演示时或演示后再阅读教材上的提问或解释，教

师也可以把教材上的演示提问或者相关解释放在课件中，边演示

边让学生思考，这样能获得更好的演示效果。

第二章第 1 节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第九章第 3 节 大气压强

第二章第 2 节 声音的特性 第十三章第 1 节 分子热运动

第三章第 2 节 熔化和凝固 第十五章第 1 节 两种电荷

第三章第 3 节 汽化和液化 第十五章第 2 节 电流和电路

第四章第 1 节 光的直线传播 第十八章第 1 节 电能 电功

第五章第 1 节 透镜 第十八章第 2 节 电功率

第七章第 1 节 力 第十八章第 4 节 焦耳定律

第八章第 1 节 牛顿第一定律 第二十章第 3 节 电磁铁 电磁

继电器

第九章第 2 节 液体的压强 第二十章第 4 节 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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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础知识与学生实验结合类

对于这类章节，教师要对基础知识和学生实验分模块进行教

学，基础知识模块可参考基础知识类教学方式进行。对于学生实

验模块，教师可以让学生先阅读教材，然后教授或让学生自行思

考实验原理、实验过程等，再组织学生进行实验，最后需对学生

的实验结果进行展示并归纳实验结论。

基础知识与学生实验结合类章节整理：

第一章第 1 节 长度和时间的测量 第十一章第 3 节 动能和势能

第三章第 1 节 温度 第十二章第 1 节 杠杆

第四章第 2 节 光的反射 第十二章第 2 节 滑轮

第四章第 3 节 平面镜成像 第十二章第 3 节 机械效率

第四章第 4 节 光的折射 第十三章第 3 节 比热容

第六章第 1 节 质量 第十五章第 3 节 串联和并联

第六章第 2 节 密度 第十五章第 4 节 电流的测量

第七章第 2 节 弹力 第十五章第 5 节 串、并联电路

中电流的规律

第七章第 3 节 重力 第十六章第 1 节 电压

第八章第 2 节 二力平衡 第十六章第 2 节 串、并联电路

中电压的规律

第八章第 3 节 摩擦力 第十六章第 3 节 电阻

第九章第 1 节 压强 第十六章第 4 节 滑动变阻器的

应用

第九章第 4 节 流体压强与流速的

关系

第二十章第 1 节 磁现象 磁场

第十章第 1 节 浮力 第二十章第 2 节 电生磁

第十章第 2 节 阿基米德原理 第二十章第 5 节 磁生电

（4）学生实验类

对于这类章节，教师需带学生去实验室进行授课。教师可以

按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教学：（一）教师可以把实验目的、实验器材、

实验原理、实验步骤以及实验时的注意事项等在学生动手实验前

授予学生，然后让学生阅读教材，学生对实验的整体框架有大致

了解，对实验目的、步骤等再次熟悉后开始做实验，最后得出实

验结论。（二）教师可以带领学生阅读教材，引导学生结合教材

实验梳理实验原理、目的、步骤等后再让学生动手实验，最后得

出实验结论。

纯动手实验类章节整理：

第一章第 4 节 测量平均速度 第十六章第 2 节 串、 并 联 电 路

中电压的规律

第五章第 3 节 凸透镜成像的规

律

第十七章第 1 节 电 流 与 电 压 和

电阻的关系

第六章第 3 节 测量物质的密度 第十七章第 3 节 电阻的测量

第十五章第 5

节

串、并联电路中

电流的规律

第十八章第 3 节 测 量 小 灯 泡 的

电功率

三、学生阅读教材进行自主学习的学法

学生可根据教师的课前引入对本节课的知识、现象或实验进

行思考，带着老师提出的问题阅读教材，在阅读时对知识点、重

要现象、实验相关的重点做好笔迹，找到老师提出问题的答案，

理解并记忆相关知识，并试着去应用知识解释现象、问题等。等

老师提问或补充知识时认真听讲并做好笔记，会应用所掌握的知

识解答问题或动手实验得出正确结论。课后对教材上的知识内容

再复习巩固，学会将知识迁移应用。这样的学习方式自然可以让

学生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初中物理阅读教材法教学的流程：

四、阅读教材法教学的优势

（1）教学内容紧跟教材，不会出现知识缺漏或冗余。有些教

师过于依赖多媒体课件，有些课件却过于陈旧、内容多且杂、出

现又偏又怪的知识或题型。教师带着学生紧跟教材，可避免上述

现象。

（2）阅读教材，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笔者长

期教学实践发现，优生通过自主阅读即可掌握初中物理教材上很

多知识点，很多学困生不愿意听老师讲，但在自主阅读时，往往

会被教材上知识点或应用实例的趣味所吸引，从而去探索、学习。

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教材，是一个思考和寻找答案的过程。所以

阅读教材法教学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思考的能力，避免被老

师牵着鼻子被动学习。

（3）体现出教材的重要性。笔者前文已对教材的重要性做了

相关阐述，如果平常的教学中不常使用教材，无论教师或学生就

不会重视教材，那么教材的重要性就无法得到体现。如果教师能

以教材作为教的主要载体，学生能以教材作为学的主要载体，教

与学均围绕教材这个中心开展，这样才能极致发挥教材的作用，

体现教材的重要性。

教学方式有很多种，但无论哪种授课方式都不能脱离教材去

进行。经过笔者的长期观察，不仅仅是物理学科，很多其他学科

也存在教师不引领学生使用教材上课的现象。本文一是呼吁全体

教师要引领学生使用教材，回归教材，围绕教材展开教学；二是

给初中物理老师一些阅读教材法教学的建议和方法，希望能对同

仁有所启示和帮助。由于篇幅有限，文章提到的阅读教材法教学

的教法与学法不尽完善，笔者自身将继续实践并总结方法和经验，

对此种教学法做更详尽的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巨晓红 . 基于核心素养的初中物理教学实践 [M]. 吉林：吉

林人民出版社，2021：36-38

[2]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数学课程教材

研究开发中心 . 八年级上册数学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142-146

[3] 于瑞锋 . 初中物理教学中的自主学习开展策略 [J]. 亚太教

育，2022（17）：115-117

[4] 李炳勋 . 初中物理实验教学方法的创新思路 [J]. 学周刊，

2022（27）：33-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