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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实验是学生了解物理知识和现象的最有效方法。但

是，在初中物理实验教学中，教师往往是实验的领导者，常

常忽略了学生在物理实验中的主要作用，无法有效地培养学

生的创造力。同时，物理教师需要注重整合不同的教学方法，

运用有效的实验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促进学生

综合能力的发展。因此，在论文中我们将从物理实验开始，

探讨在物理教学实验过程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在物理学中，学生在思考问题时需要具有特定的逻辑，

而实验是物理学知识的一种表达形式。大多数学生参与实验

的原因是他们对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在物

理教学实验中，通过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学生的好奇心可

以用来激发他们对物理学和实践的好奇心，调动了学生对可

操作性的兴趣，从而使其更加愿意学习物理。

就像在汽化和液化知识的学习中，为了使学生能够了解

汽化的两种形式，也就是蒸腾和沸腾的特征，物理教师需要

根据目标来设计物理实验的教学，在课堂上让学生自行举例

生活中现实的蒸发现象，以及示范沸腾的物理实验。与此同时，

还能够建议学生自行组建小组，各个小组进行实验之后记录

并且分析数据，然后在各个小组之间进行比赛。使学生在物

理学习中具有竞争精神，增强他们对物理学习的热情，从而

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提高学习物理的兴趣。

大多初中生的可塑性非常强，对所有的事物都会十分感

兴趣，并且对知识的渴求很高。这为发展初中物理实验创造

了良好的前提。对知识的渴望激发了学生进行物理实验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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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并培养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和思维能力。

例如，当教学流体压力和流速之间的关系时，物理教师

可以通过在实验中放两张纸，并在两张纸之间吹气。如果压

力与流速有关，那么可以让学生大胆地猜测两张纸将如何运

动。通过实验来验证猜测的正确性，物理教师可以为学生提

供理论知识，并通过让学生在进行实验的过程中培养创新的

思维。

实际上，许多物理实验需要由多个人完成，并且在各个

方面学生都需要共同努力，有一个清晰的分工。例如，在浮

力研究中，教师根据教科书的内容进行物理实验，并指导学

生观察物体和液体的浮力之间的关系。然后，教师鼓励学生

进行小组实验，多个学生一起进行实验。学生可以划分小组

以计算液体量并测量力的大小。小组中的学生需要记录物理

数据，并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完成浮力实验。因此，小组长首

先必须十分了解实验的过程，才能根据实验所需的事项对小

组成员进行任务的分配；同一小组的成员也需要有良好的团

队意识，最终才能顺利地完成整个实验。在进行实验的过程中，

教师不仅可以让学生学习浮力，还可以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沟通，使学生意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互相帮助还可以

形成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氛围 [1]。

创新思维的能力决定了创新实践的能力。例如，当打开

“电路的连接”单元时，物理教师首先尝试让学生理解本章

的内容，考虑实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让学生思考。

假设考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物理教师向学生解释

实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之后，可以让学生在实验过程中

设计自己的连接电路并实践所提出的想法。

物理知识类别包括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在实际开发中

被广泛使用，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学习基础。物理教师

可以通过物理实验教育学生发展自身的创新思维，从而渗透

物理知识和实验技能，帮助学生发展科学精神和思维方式，

促进和形成学生的科学成就的发展。

为了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物

理教师必须首先树立创新思维意识。物理教师需要了解为学

生开发创新思维技能的重要性，需要改变传统思维，创新自

己的教育观念，以创新思维和实践技能为目标培养学生，大

胆突破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并阐明创新物理实验指导的原

理 [2]。物理教师要建立相对和谐的师生关系，营造宽松的教

育氛围、协作竞争的课堂氛围、创造性的思维环境、良好的

学习环境。学生需要大胆发言，大胆提问，在课堂上大胆创新，

发展和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3]。

实际上，学习过程并非一瞬间完成的事情。要真正实现

学生在课物理堂上的主导地位，就要依靠教师适度放手，让

学生探索实验实践中的创新并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例如，

在一项研究影响滑动摩擦大小的因素的实验中，在教师对接

触面的大小进行了实验之后，学生的答案就是接触面以及与

之相关的其他因素。询问学生是否与压力有关。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实验，并让他们自己通过实验找到答案。

学生的独立研究可以开拓学生的创新思维，树立创新意识 [4]。

教师积极探索物理教材的含义和广度，树立探索意识和

好奇心，并进行实验性实验，以追求增强新课程实验改革能

力的研究能力。为了解决学生在学习物理中面临的具体问题，

有必要强调创新能力、以人为本和集体精神的发展。它必须

适应初中生的人格特质和思维方式，并强调素质、意志、能

力和人格发展。例如，在研究平面镜成像时，可以使用探索

性分组实验，询问学生探索什么，如何设计实验，选择哪种

设备以及是否使用平面镜或玻璃板。如何定位图像，有些使

用白皮书，有些绘制网格，有些使用方格纸。如何确保镜子

是垂直的，学生们还想到了许多不同的方法，这确实很有趣。

学生将进行探索，并根据需要创建探索实验记录表。这样，

教师只不过是参与者和合作伙伴，学生则充满热情和兴趣。

这样，可以在教育探索实验中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能力。

在师生互动中，教师不仅评估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目标的

实现，而且还全面评估两个目标的实现，即过程和方法以及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不应该只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教师的

评价是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堂活动并促进他们的持续成

长 [5]。例如，一名学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教师会给

学生一些正确的评估；再如，学生积极思考问题，认真研究

问题，具有正确的学习态度以及注意正常的积累。教师的评

估应帮助学生纠正错误，以便他们发现自己的缺点，反思自

己的缺点并及时进行调整。教师将评估整合到课堂课程中，

在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建立真诚的感情，并

且彼此之间越来越亲密。

趣味的物理实验课堂能够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在兴趣的

刺激下让学生集中注意力投入到实验之中，激励学生探索实

践，揭开实验的神秘面纱，助力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6]。



29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16 期·2021 年 8月

教师在实验进程中要发挥引导作用，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

思维能力及创新精神，帮助学生构建物理知识框架 [7]。例如，

在进行人教版初中物理八年级上册关于“密度”的内容讲解时，

教师可以设置“火山爆发”的趣味实验。准备玻璃缸、冷热水、

带盖的瓶子以及少量墨水，经过实验，学生会发现红墨水喷

向水面，看上去像火山爆发一样，得出红色热水密度较小会

向上升的结论。教师在实验完成后要求学生开动脑筋，联想

类似物件的密度进行比较实验。学生在趣味实验中获得知识，

能够激发他们学习物理的热情，从实验中找寻新的未知，进

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了物理实验对学生汲取物理知识的

重要性，以及改进物理实验操作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之

间的关系。在进行物理教学的过程中，物理教师要考虑实际

情况，努力创造条件，组织学生进行物理实验，指导他们发

现实验问题，并思考问题。解决并调动对物理学习的热情，

发展他们的创新思维和能力。只要物理教师不断改进物理教

学方法，增强物理实验活动，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并使学

生更加充分地掌握其物理知识。物理教师需要将教育重点放

在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上，在实验操作过程中，需要发展学

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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