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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quality	education	environment,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have	become	the	key	conten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Nowadays,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change	of	teaching	
concepts	have	become	 the	 inevitable	development	of	 future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quiry	experiment	 teaching	 focuses	on	
improv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cultivating	students’	scientific	inquiry	thinking,	and	has	become	the	main	path	of	physics	
teaching	innovation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However,	 throughout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situation,	 there	are	still	some	teachers	
immersed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ignoring	the	enlightenment	of	students’	experimental	thinking,	which	limits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inquiry-based	experiment	 teaching	as	 the	center,	discusses	 the	physics	 teach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combines	with	 th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inquiry-based	experi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reform	and	application	strategy,	in	order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eachers	to	apply	inquiry-based	
experimen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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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的素质教育环境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教学质量成为教育领域的重点内容。如今创新教学方式，转变教学观
念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探究性实验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思维为核心，成为初中物理教
学革新的主要路径。然而，纵观当前的教育形势，依然有部分教师沉浸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中，忽视了对学生探究实验思
维的启迪，限制了学生的发展。因此，本文以探究性实验教学为中心，对初中物理教学展开探讨，结合探究性实验的应用
优势和现状，提出相应的改革应用策略，以期为广大教师应用探究性实验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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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课标指出教师应加强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科学态

度，促使学生能够建立起科学的世界观。而探究性实验教学

的培养方向，恰与新课标的教育理念相契合，为学生提供更

加全面的学习体验，加强学生情感感受，从而便于教师更好

地启发学生思考，全面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因此，教师应积

极探究探究性实验在教学中的应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创

设探究情境，提供明确目标；结合生活问题，引导逐步探究；

借助实验设计，验证探究猜想；指导课后反思，推动持续发

展等策略，优化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习惯。

2 探究性实验教学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优势

2.1 有助于提高获取能力
在传统教学中，通常为教师讲授全新的话题内容，而

学生跟随教师的思路，被动地接受知识，很容易使得学生仅

能产生即时性的记忆，不利于学生主动获取知识能力的发展

和长远记忆体的形成。而在探究性实验教学的应用中，教师

将会围绕实验内容导入课堂内容，为学生创设生动的学习情

境，不仅能够通过丰富有趣的实现现象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激发学生的思维活跃度，还能够使学生围绕实验现象，在教

师讲解的过程中，有针对性进行质疑、探究和总结，有助于

提高学生获取信息能力 [1]。此外，在探究性实验中，学生也

会通过自主探究的方式，借助信息技术，查阅相关的资料内

容进行学习，有利于学生自主获取信息能力的发展，养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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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学习习惯和能力。

2.2 有助于提高迁移能力
相较于传统教学中学生很难将知识应用到生活中的学

习情况，探究性实验教学则可以从生活的实验情境进行切

入，让学生能够动手实验，深入探究生活与知识之间的衔接

关系，能够推动学生将知识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促进学生对

生活中物理现象的观察和探究。并且，在探究实验的过程中，

学生会逐渐明白如何运用最佳的思考方式进行问题的分析

和解决，同时学生探究的内容越多，越有助于学生摸清高效

的思考模式，推动学生逐渐形成举一反三的思维能力，将相

互关联旧问题知识，迁移到新问题的情境中，提高学生的问

题迁移和解决能力。

2.3 有助于加深知识印象
著名教育家波利亚曾言：“掌握知识就意味着要善于

质疑善于解题。”[2] 相较于传统教学中，师生间“一问一答”

的单向交流方式。而探究性实验教学倡导自主、合作和探究

的学习方式，旨在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维方式，完成对物理

知识的学习和探究，使学生在探究性实验学习中，能够保持

与教学和同学的高频交流，不仅能够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学

习过程，构建个性化的思维体系，还能够在与同伴的交流互

动中，通过具象的语言和思维记忆，加深对知识的学习印象。

2.4 有助于推动教学革新
在传统的教学中，实验和教学通常为单独的教学内容，

即教师在讲授完课时内容后，抽出课时时间，选取学生已学

的物理知识进行实验探究，通常实验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而

当前很多教师未能引用创新的教学方法，是由于长期处在舒

适圈，且缺少相应的探究性实验教学的成功教学案例支持。

通过对探究性实验教学的深入实践应用，将会使更多的教师

认可探究性实验教学的革新价值，从而加入教学改革的行列

中，积极优化教学设计，推动教学改革，从而为学生营造出

更好的学习环境。

3 探究性实验教学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现状

3.1 教学观念需更新
当前部分教师在应用探究性实验教学的过程中，存在

教学观念相对滞后的问题，未能紧跟新教学、新方法，导致

学生所学与所学不符，教学效果不佳。同时，部分教师在对

学生探究实验引导中，缺少明确实验教学目标的指引，提出

的探究问题存在一定的随意性，让学生为了探究而探究，导

致探究性实验的教学浮于表面，与探究性实验的应用目的相

背离。

3.2 学生认知有限制
当前探究性实验教学的阻碍原因也在于学生对实验的

步骤和内容不熟悉，且缺少对实验原理的思考，从而对于实

验学习的兴致缺缺。同时，也有些原因在于，学生的认知范

围有限，且长期处于在两点一线的学习生活中，对于广阔世

界中的物理现象缺少思考，而部分教师的实验探究内容又与

学生的生活距离较远，未能帮助学生将实验内容与生活联系

起来，导致学生缺少对实验的认知，难以充分理解其中应用

价值和概念。

3.3 忽视了探究能力
如今部分教师在开展探究性实验中，过于注重教科书

式的知识探讨，同时，也有部分教师仅将探究性实验教学视

作证明性实验，简单地让学生验证已学的公式或结论，忽视

了对于学生由质疑、探索到结论的全过程体验，导致学生缺

少深入的探究学习 [3]。此外，部分教师则过多地干涉学生的

实验过程，要求学生严格地按照要求进行实验，限制了学生

的自主探究思维。

3.4 评价与反思不足
实验反馈作为学生分析自身学习效果的重要途径，也

是如今部分教师经常忽视的问题。且课时时间有限，很多学

生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探究性实验设计的每个步骤，而

由于教师对评价和反馈的忽视，导致很多学生的尚未完成的

实验内容不了了之，导致实验教学部分难以改善学生的学习

思维。此外，有部分教师在评价中，缺少科学、全面的评价

体系的设计，也难以促进学生的持续发展。

4 探究性实验教学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策略

4.1 融新方法理念，提供明确目标
在传统的实验教学中，通常教师为学生讲解实验的内

容、步骤和注意事项，不要求学生进行思考和探析。在如今

的新课标、新教材、新教学的背景下，依旧沿用传统的实验

教学观念，将会限制学生的全面发展。而通过为学生提供明

确的实验目标，既能够让学生充分经历实验问题的提出、探

究和解决的过程中，又能够确保学生的学习结果和收获的知

识内容与新课标的教学目标相符。因此，教师应结合当前的

新课标教学目标，参考优秀实验案例的教学引导方法，制定

科学的教学方案，让学生能够在实验中保持多创新、多思考

的学习思路，从而迈向更广阔的学习空间。

如以苏教版八年级上册《凸透镜成像的规律》为例，

在本课中，结合新课标，确定教学目标：学生需要能够理解

凸透镜的成像与哪些因素有关，并总结规律。在参考了许多

优秀教学案例后，结合本班学生已经学习了《透镜》的内容，

在课堂导入部分，选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导入，为学生分别

展示照相机在拍摄半身像和全身像时的场景，让学生观察照

相师与拍照人物的距离的变化。接着，在理解距离对成像的

变化后，让学生猜想“成像的大小、虚实、正倒与哪些因素

有关？”，学生可以参考书本，也可借助平板直接查阅，猜

想可能与物距、焦距有关随后，鼓励学生自由谈论，并运用

凸透镜、刻度尺、光屏等自主设计实验。在学生探究实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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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引导学生结合控制变量的实验原则，验证实验猜想。

通过积极研究新课标、结合新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巩固知识。

4.2 结合生活问题，引导逐步探究
通过探究性实验和教学结合起来，则是让学生围绕新

的知识内容，结合自身的理解，在实验中自主提出有价值、

有代表性的问题，在积极的探究中，进行问题的深入探讨，

形成总结实验总结，完成知识的构建。而结合学生认知能力

有限的情况，教师应注重借助学生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知识

内容展开探究，让学生能够有理可依、有话可说，从而促进

学生深入实验思想的产生 [4]。因此，在探究性实验教学中，

教师应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实验课堂，营造生活氛围，促进

学生在生活中，也能勇于质疑、敢于探索的精神。同时，也

应注重问题的递进层次，促进学生逐步进行深入的思考，从

而增强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

如以苏教版八年级上册《运动的相对性》为例，在课

堂导入部分，提出问题“为什么月亮总是跟人走？”的神奇

生活现象，激发学生对运动相对性的学习兴趣。接着，结

合坐车的奇妙现象“为什么在坐车时，旁边的树木在飞快地

向后退去呢？”引导学生思考参照物对运动相对性的影响。

随后，为学生提供两个汽车模型和小树图片，结合实验探究

“从小树看小车是运动的，还是静止的？从小车看呢？”、

让学生自主设计实验，站在不同的角度，最终结合参照物和

机械运动的两个方面得出结论。通过生活现象和趣味问题的

练习，让学生分析“物体静止和运动的相对性”激发学生从

不同角度看待生活中物理现象的兴趣。

4.3 借助实验设计，验证探究猜想
在探究性实验中，学生的自主实验经历非常重要。因此，

教师不仅应注重对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还应注重引导学生以

小组的形式进行实验探究，让学生共同设计实验目标、所需

材料、实验步骤、预期结果等，不仅能够确保学生能够清晰

地执行实验计划，避免混乱的课堂秩序，还能够促进学生更

深刻地体会实验的目的和应用价值。同时，由于初中生面对

熟悉的合作对象，更容易开展高效的实验，可选择围绕学生

的学习成绩进行分组，促进实验的高效开展。并且，应鼓励

学生在组内、组间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争取从不同的角度

中，汲取更丰富的学习知识。

如以八年级下册《摩擦力》为例，将学生划分为上中

下三个层次，每 4 名学生组成一组，从学习成绩排名从上到

下进行分组，并设计不同的任务实验任务。针对上游的小组，

学生需要探究“改变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探究摩擦系数对小

车运动的影响”；针对中游的小组，学生需要探究“通过改

变小车对斜面的压力，探究压力对小车运动的影响”；针对

下游的小组，学生需要探究“通过改变拉动小车的拉力，探

究拉力对小车运动的影响。”在整个实验中，巡视指导，并

安排每个小组分享实验心得和结果。通过不同的实验内容，

让学生深入了解摩擦力的影响因素。

4.4 指导课后反思，推动持续发展
探究性实验旨在加强学生对实验内容的深度探究。通

过探究性实验后及时给予学生反馈，促进学生进行反思，学

生可以了解自己的学习成果和进步情况，明确改进方向，增

强实验学习的动力，树立起探究实验的自信心。同时，评价

反馈也有助于使学生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和任务，使学生更

加珍惜学习机会，在将来的学习中努力克服困难，坚持进步。

因此，教师应注重给予学生评价反馈，促进学生的自我反思。

此外，针对评价时间不充裕的问题，可以采用线上反馈的方

式，提高师生、生生间的交流频率。

在具体的实施中，针对课堂时间较为紧凑的情况，难

以开展单独的评价时，让学生利用课下时间，在当天上传实

验报告，并注明小组成员和探究实验内容。接着，利用碎片

化的工作时间，查看学生的实验报告内容，围绕学生的实验

设计的创新性、规范性和逻辑性等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相

应的改进建议，促使学生能够切实提升。并且，学生的作业

为公开形式，其他小组学生可以给予评价，同时，每个小组

的学生需要回复评价内容，体现反思和改进的学习状态。通

过全面评价内容和主体，促使学生能够科学、持续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探究性实验教学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价值，不仅能够促进学生探究意识和习惯的形成，提高

学生的信息整合能力，还能够促进学生自我反思、创新创造、

团结友爱等个人综合素养的进步。因此，教师应注重引入探

究性实验教学，为学生营造出更好的自主探究空间，促进教

学的互动性和有效性，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相信，随着探究

性实验教学的不断应用，将会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具有优质探

究、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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