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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nvironment of the deepening of quality education,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ability to explore is one of them.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main goal of physics teaching is to promote discipline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make its master discipline law, lay a solid foundation of the follow-up research, and in the process, 
scientific inqui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based on experimental inquiry teaching, provide students with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opportunities to gain experience.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teachers carry out 
teaching around the textbook content step by step, and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s generally not high to understand all aspects 
of experimental practi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core literacy through mechanics experiment 
inquiry teaching for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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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力学实验探究教学，提升物理核心素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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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素质教育不断深化的大环境下，要求学生必须具备适应未来发展的各项能力，探究能力就是其中之一。针对初中阶段学
生来说，物理学科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学科理解的同时，使其掌握学科规律，奠定后续研究的坚实基础，而在这个过程
中，科学探究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实验探究教学为依托，为学生提供科学调查和获取经验的机会。但从初中物理力学实验
教学实际来看，教师围绕课本内容按部就班开展教学，学生学习兴趣普遍不高，无法理解实验操练的各个环节。基于此，
就如何通过力学实验探究教学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展开分析，以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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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些素养涵盖了六个重

要方面：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

担当和实践创新。这些素养是学生在学校教育中的目标，也

是他们在未来社会中立足和发展的基石。

在物理教学中，力学实验教学，核心素养的培养具有

重要意义。物理实验作为教学的关键环节，是对学生理论知

识的检验，更是激发他们理性思维和探索精神的有效手段。

根据动手实验，学生能够直观地理解抽象的物理概念，锻炼

他们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这种学习方式鼓励学生在遇到

问题时，不只依赖已有的知识储备，而是主动去探索和发现

新的解决方法，培养他们勇于探究的精神。

在实验过程中，学生要动手操作、观察实验现象、记

录数据并进行分析。这一系列过程培养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和

创新思维，让他们在面对新的挑战时，能够运用科学方法进

行有效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这种基于实践的学习模式也提升

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他们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能

够不断反思和改进自己的方法，真正实现核心素养的发展。

依据力学实验，学生获得了知识，还发展了终身受益的能力

和品格。

2�创设问题情境，促使学生提出可探究性问题

生活和学习是问题的主要来源。为此，在初中物理力

学实验探究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学生熟悉的生活事物创设

情境，引导他们发现与物理有关的问题，激发探究欲望 [1]。

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为学生所熟悉，使他们能真实体验和感悟

到的，以现象为切入点，引发他们对其中本质的思考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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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性的问题。例如，在探究超重和失重规律时，教师可以

从乘坐电梯的感受着手创设如下情境：“当电梯从一楼开始

启动向上行走时，为什么我们刚开始会感觉脚很沉，但随着

电梯的快速上移，尤其是在快到目标楼层的时候，会感觉身

体很轻呢？”由此引发学生对超重与失重现象产生原因的思

考，并提出问题：“超重和失重现象的规律是怎样的？”除

此之外，精彩有趣的小实验也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设计新颖有趣的实验活动并创设情境。

具体而言，首先对课前演示实验进行精心设计，将趣味性和

可参与性作为重点，然后让学生作为实验主体参与到其中，

发现问题并提出。以学习惯性的相关知识为例，在教学之前，

教师准备一个乒乓球，在上面开一个小口，从此处将水灌入

并用胶布封住。课上，将其小孔朝下放在桌子上，先让一名

女学生上前吹乒乓球，发现乒乓球纹丝未动。接下来邀请

一名男生继续尝试，仍旧挑战失败。要知道，正常情况下乒

乓球只要轻轻一吹就能被吹动，但在这次实验中，学生们纷

纷挑战失败，是什么原因呢？他们不断思考乒乓球未动的原

因，分析是惯性使物体能够保持原有运动状态，但是什么因

素能够影响惯性呢？由此提出物理问题：惯性的影响因素是

什么？

3�信息化引导，让学生提出科学的猜想和假设

通常情况下，学生针对所研究问题的猜想和假设都较

为随意，不具备科学依据。为了能使他们的猜想与假设更具

科学性，教师要善于引导，从不同角度出发，包括生活经验、

演示实验等，让学生在回顾所学知识过程中，通过对生活经

验的总结和对实现现象的观察提出科学猜想与假设。第一，

根据生活经验引导。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在问题基础上，引

导学生对真实的生活体验进行联想，以提升假设的合理性 [2]。

例如，在探究影响滑动摩擦力因素的实验中，学生提出的影

响摩擦力的因素有多个，包括接触面的大小、接触面的粗糙

程度等。对此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思考日常生活中哪些做法可

以使摩擦力发生改变，他们结合自身生活中单杠运动员在比

赛之前会将镁粉放在手上增加摩擦、增大压力的自行车刹车

等，提出正压力与接触面的粗糙程度是影响摩擦力因素的假

设与猜想。第二，利用演示实验引导。为此进行以下演示实

验：匀速拉动弹簧测力计，使长方体小块在桌面上缓缓移动，

观察弹簧测力计的读数；然后换一个接触面，再次进行上述

操作，对比两次读数的区别，由此检验学生的猜想，进而获

得更加合理的猜想假设。

4�明确实验目标，引导学生利用不同实验方
案设计实验

实验探究内容很大程度上由实验探究目标决定，是整

个实验能否顺利完成的关键，因此实验目标必须明确。首先，

教师提出具体的研究目标，然后要求学生在猜想与假设的基

础上，对探究方向、实验研究所需测量的物理量进行明确。

最后由教师提供实验器材，学生自主设计实验。在探究影响

滑动摩擦力大小因素的实验中，确定实验目标为验证滑动摩

擦力的大小是否与压力大小、接触面积大小、接触面粗糙程

度有关。

实验方案一：

准备木块、弹簧测力计、棉布、模木板、砝码等实验器材，

实验装置如图（图 1），将木块放在水平长木板上，用弹簧

测力计匀速拉动木块，记录读数为 F1。将砝码置于木块上

面，重复以上实验操作，记录读数为 F2，对比二者的大小。

将木块放于固定了毛巾的水平长木板上，匀速拉动弹簧测力

计，记录读数为 F3，比较 F1 和 F3 的大小。将木块竖放，用

弹簧测力计匀速拉动木块，记录读数为 F4，对比 F1 和 F4 的

大小。

图 1�实验方案一实验装置

实验方案二：准备木块、弹簧测力计、棉布、模木板、

砝码等实验器材，实验装置如图（图 2），将弹簧测力计挂

钩处于木块 B 相连，水平拉动长木板 A 进行实验。当弹簧

测力计示数稳定后，在弹簧测力计拉力和长木板的滑动摩擦

力的共同作用下，木块 B 相对地面处于静止状态，此时记

录的弹簧测力计的读数就是 B 受到的滑动摩擦力大小。

图 2�实验方案二实验装置

5�重视实验教学的重要性

实验教学不只是对理论知识的验证，它更是学生亲身

体验科学过程、理解科学方法的重要途径。在实验中，学生

能观察到物理现象，还能通过动手操作，亲自体验物理定律

的奥秘。这种直接的、感性的认知过程，是其他教学形式无

法替代的。

教师应当转变观念，认识到实验教学对学生综合素质

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教学中给予实验教学足够的重视。这意

味着教师要按照课程标准进行实验教学，还要为学生提供

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能够在亲自动手操作的过程中，

激发科学探究的兴趣和欲望，提升实验操作和数据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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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6�丰富实验形式，提升实验操作能力

为了提高实验教学的效果，教师采取多种形式的实验

教学方法。分组实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分组实验能够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通过组内合作，提高实验的开

展效率和数据收集的准确性。

在分组实验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小组成员之间的

合作共同完成实验任务。这样的分组形式能够大幅提升实验

的效率，因为每个小组都可以独立进行实验，而不是全班同

学共同围观一个实验操作。这节省了时间，还能让每个学生

都有动手操作的机会，提高他们的实验操作能力。

在小组合作中，学生需要相互配合，共同解决实验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这种合作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学习体

验。依据小组合作，学生学会了怎样与他人沟通和协作，还

能够在合作中激发彼此的创造力，共同完成实验任务，获得

更好的实验结果。

7�创新实验设计，激发科学探究兴趣

除了分组实验，教师通过创新实验设计来激发学生的

科学探究兴趣。例如，设计一些开放性实验，让学生自己提

出问题，实验寻找答案。这种探究式的实验教学方式，能够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还能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好奇心和

求知欲。

在开放性实验中，教师提供一些实验器材和基本指导，

然后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方案。例如，在探究物体运动规律

的实验中，教师让学生自由选择实验器材，自己设计实验方

案来验证牛顿运动定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要通过查阅资

料、讨论和反复实验来优化他们的实验设计，找到最佳的解

决方案。这样的开放性实验，能够培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

和动手操作能力，还能让他们体验到科学探究的乐趣，更加

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

教师还通过增加实验的趣味性来激发学生的兴趣。例

如，设计一些与生活实际紧密相关的实验，让学生感受到物

理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价值。这样的实验能够帮助学

生更好地理解物理概念，还能增强他们对物理学习的兴趣和

动力。

8�提升数据收集与分析能力

数据的收集，学生对实验现象进行量化描述，通过数

据的分析，他们揭示实验背后的物理规律。教师在实验教学

中，必须注重对学生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的培养。

在数据收集方面，教师指导学生如何正确使用测量工

具，如尺子、秒表、温度计、弹簧测力计等。让学生掌握这

些工具的使用方法，是提高实验数据准确性的基础。教师还

应教导学生如何记录实验数据，如建立数据记录表格，保障

数据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在数据分析方面，教师引导学生通过绘制图表、计算

误差等方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例如，在探究速度与时

间关系的实验中，学生通过绘制速度—时间图像，分析物体

的运动规律，计算出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依据这些分析，

学生能更加直观地理解物理概念，深化对物理规律的认识。

9�结语

总而言之，在初中物理力学实验教学中，探究式教学

意义重大，一方面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培养科学精

神，另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在提出问题、猜想假设、设计实

验等过程中，提升对信息的整合能力。因此，作为初中物理

教师，应尽可能多地为学生创造练习的机会，让学生在力学

实验的探究中，形成正确的物理观念，发展科学思维、实验

探究能力，落实核心素养培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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