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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理是学生基础学科学习中的重要组成学科,其对于培养学生物理精神和物理常识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物理

教学的开展,往往依托于实验而推荐,这就让物理实验教学显得极为重要,本文通过物理实验对物理教学的作用进行分析,探索

更好的物理实验开展路径,希望可以对物理教学质量的提升产生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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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实验是物理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

是其他教学形式所无法替代的。通过物理实验教学的开展,

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来探索未知的世界,能够通过规律

的总结和研究思路的探索,对物理知识予以更好掌握,也正

是因为物理实验教学开展的重要性,教师探索更好的物理实

验开展方式也就显得极为重要。 

1 物理实验对于学生的重要作用 

1.1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物理作为初中新开设的教学课程,对于刚接触这门课程

的学生,在新知识点的学习中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它能够

关系着学生今后学习的积极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

只有具备了学习物理的兴趣,才能够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例如,我在开展《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的教学过程中,我让同

桌之间相互配合,一名同学(甲)手拿铅笔和尺子,另一名同

学(乙)拿着一张白纸,并将纸放在桌子上,然后将尺子放在

白纸上。甲同学以均匀的速度沿着尺子画直线,而乙同学要

以均匀的速度轻轻拉白纸。在做相关动作时学生们要闭上眼

睛。最后所得到的形状便是直线。然后,我就会向学生提问：

如果甲同学快速画出直线,而乙同学以均匀的速度拉白纸,

会得出什么形状？如果甲同学匀速画直线,而乙同学快速拉

白纸,有会得出什么图形？同学们纷纷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

了此类问题的回答,最后我让大家根据问题的内容来再次做

相关的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答案。这个小实验的场景、物品

非常普通,且学生比较容易操作和理解,从而会对相关的知

识会有更加深刻的印象。最后巧用提问的方法,来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从而切实加深了对相关知识的理解记忆,从而

使得实验法发挥了应用的价值作用。 

1.2 让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更好的掌握知识 

物理课堂教学所进行的试验不能仅让学生看到实验的

结果,更重要的是在于要在实验的操作过程中去激发学生的

正确的问题思考方式。例如,我在开展《匀变速直线运动实

例—自由落体运动》的教学当中,之前由于牛顿管实验的效

果并不理想,为了改进实验效果,先向同学演示了在没有抽

气的状态下,羽毛和铁片的具有的下落时间差,在抽气的过

程中,为了有效的引导学生的思考,当我抽气 30 秒后会问学

生管内还有没有空气？由于抽气时间较短,同学们纷纷回答

肯定还有空气。这是要提醒学生注意观察牛顿管中的羽毛和

铁片的下落差是否缩小。然后我又继续开始抽气,这次抽气

时间较长,我就向学生们提问：这次抽气后会出现什么现象

呢？大多数的学生都明确回答羽毛和铁皮肯定会同时下落。

最后我让学生认真观察实验的现象,发现羽毛的下落速度比

铁皮要慢,具有更短的时间差。然后我继续向学生提问：如

果一直这样抽气,牛顿管中是否能够实现“真空”状态？这

样学生们会容易得出理解的结果,即绝对真空状态在现实当

中是不存在的。通过这个实验所获取的效果也让学生对看到

了问题的本质。 

1.3 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习惯和合作精神 

通过对几年来的物理实验的考察所应用的基本理念为：

要将已经做过实验的学生与为做过实验的学生区分开来。物

理知识的学习不适合采用“纸上谈兵”的教学方式,只有让

学生亲自动手体验,才能逐渐培养起主动思考的习惯,最终

来形成正确的物理知识的思维方式。学会操作计时器对于物

理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帮助,它在匀变速直线运动、自由落体

运动等知识点学习中都会使用到。 

2 物理实验对物理教学的作用 

2.1 演示实验 

演示实验可以让学生更加生动形象的观察到生活中不

经常出现或者无法亲身体会的现象,能够将科学家所发现的

成果逼真的演示出来,让学生从实验的过程和结果中上升到

对知识规律的学习认知,从而用观察能力来增强对物理知识

的分析思考能力,以更加直观形象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来掌握和巩固对知识的学习效果。例如,物理知识中关

于物体形变的问题学习,有些物体属于容易观察到的,有的

是无法观察到的。那么很容易让学生在学习中产生一种偏差

的认识,即有的物体可能不会发生形变。为了让学生形成正

确的认知,就需要借助实事来证明,把一个瓶子用双手按紧,

瓶中的水会立即上升,这就是玻璃发生形变所产生的客观现

象。通过类似的方法,把物理作用形象的反映出来,就能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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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学生的影响,让其真正知道：任何物体都会发生形变,只不

过有的形变用肉眼无法观察到。再如,关于物理中的最大静

摩擦和滑动摩擦力方面的知识教学,学生无法通过定量的方

式来进行理解,在由于力的认知概念非常抽象,因此,就需要

借助实验的帮助来促进学生的学习了解。并且这种实验要确

保实现直观形象的效果,有利于学生在过程的观察中去思考

分析,最终用真实的结果来增强学生的学习思考效果。所以,

对于该方面知识的实验,可以在弹簧秤的指针旁边塞上小纸

团,这样能够有利于对弹簧秤在被拉动过程中的数据观察与

记录,当物体被水平拉动后指针缩回,小纸团就会不动。这就

将最大静摩擦力大于滑动摩擦力的效果真实的演示了出来。 

2.2 学生实验 

很多事情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感触颇深,物理知识的学习

涉及很多的公式和定律,并且这种理论仅仅用苍白的语言来

表达出来无法让学生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或者对公式和定

律的死记硬背也是一种非常差的学习方法,学生无法掌握这

些理论的本质,就无法灵活的运用。因此,可以通过学生自己

动手操作,来自主得出相应的实验结果,并且为了增强学习

效果,必须要要求学生在实验过后,进行分组讨论,开展知识

经验的交流分享,最终明确对知识的学习认知。要让学生自

己动身来完成实验,自己在实验中所发现的问题自己去想办

法解决,这样可以使其的思维和动手能力都得到有效的锻

炼。在普通高中物理教材中所关于电学实验的教学内容,该

节内容明确提出了学生通过实验应当获得的学习目的：描绘

小灯泡的伏安特性曲线,测金属丝的电阻率,测电池的电动

势和内阻,以及练习多用电表的使用。总之,在老师的指导下,

学生地理操作完成相关实验,能够有利于其对物理知识的理

解和记忆,让其在日常做题中更加灵活的运用,从而实现良

好的教学效果。 

2.3 自制实验 

自制实验能够使学生增强对实验的丰富性认识,不仅仅

是由老师统一辅导下才能完成,自己也可以利用生活中的小

设备和小工具来进行实验,从而有利于对知识的印证和问题

的查找,从而逐渐培养对物理知识学习的兴趣。运用自制实

验的学习优势,激发学生对大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物理知识的

学习兴趣,为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技巧,有着

非常良好的作用。学生对自制实验的学习应用,可能存在一

定的难度,这就需要老师给予正确引导,不能让其在失败和

挫折中逐渐丧失对物理实验和物理知识学习的兴趣,要鼓励

他们从实验的失败中总结经营,不断的调整与改进,这样才

能使自制实验发挥出应用的学习价值。 

3 结语 

物理教学与数学教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必须要发挥实验

教学的价值和作用。只有正确的运用物理实验的教学方法,

才能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从而培养学生的正

确的学习物理知识的方法和思维方式,让其能够学会灵活的

应用。这对于增强物理知识的学习效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新课改实施后,对高中物理教学也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教

学效果和任务,新的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也明确指出：观察现

象、进行演示和学生实验,能够使学生对物理事实获得直观

的、具体的、明确的认识等。只有完成以上标准的教学任务,

才能够引导学生进入正确的物理知识学习“轨道”,提升学

生对物理知识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实验是增强学生的学

习吸引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去更

加逼真的掌握物理的相关知识重要渠道。在物理教学中属于

一种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因此,广大物理教师要深入开发

和应用实验教学法的教学价值,以此来促进教学质量的有效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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