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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 中 物 理 教 学 中，利 用 小 实 验、小 制 作，能 够 在

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物理知识更易于被学生

消化、吸收。 为此，教师应更多地引导学生在课内、课外开展

小实验、小制作活动，吸引学生兴 趣，并 从 生 活 中 选 择 素 材，
发挥小实验、小制作的作 用，促 进 学 生 物 理 学 习 兴 趣 和 学 习

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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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学中，小实验、小制作活动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
其具有很强的教学价值，教师应该对其加以关注。

一、小实验、小制作活动之于初中物理课堂所体现出的教

学价值

（一）丰富课外活动，实现对初中物理课堂的有效拓展

从教学角度来看，如若教师仅仅满足于课堂教学、授课，
学生只满足于课上听讲，则难以让学生获得足够的物理知识，
难以提升其物理素养。因此，初中物理教师必须注重发挥第二

课堂即物理课外教学的积极作用， 使之成为物理课堂的重要

补充，使学生能够获得更多接受物理知识的机会。在构建初中

物理第二课堂时，要为学生设计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小制作

活动，由此让学生在课外时间有效学习物理知识。当学生在进

行小制作活动时， 实现对课上教师所传授的物理知识的深化

认识，让其对所学习过的物理知识有更多的理解，这样一来，
不但使其能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所学习过的物理知识， 同时

让其通过进行小制作活动实现实践操作能力的提高，可以说，
这样的第二课堂扩展模式， 有着以往的课后作业和习题所无

法企及的教学效果。
（二）有效激发学生兴趣，将物理知识运用于实践

初中物理知识枯燥、乏味，与生活实际相去甚远，因此常

常让学生提不起兴趣。 初中物理教师为学生设计出小制作活

动， 将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感受到物理知识的奇妙之处。 因

此， 此种教学设计活动堪称是激发学生产生对物理知识学习

兴趣的最佳模式。 初中物理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课下小制作

活动后，亦可以采取活动成果对比、现场演示等方式，让学生

感受到自己的制作成果被承认所带来的满足感， 由此对物理

知识的学习产生足够的驱动力。
二、组织初中物理小实验、小制作活动的途径

尽管课程标准和教材都把物理小实验、 小制作列入课外

教学范畴，但是在课堂教学中，为了契合学生求知欲望和好奇

心强的心理特点， 教师也可以组织学生做一些适当的物理小

实验，搞一些小制作，培养能力，发展智力。
（一）吸引学生参与，引导学生思考

考虑到初中生精力充沛，对于新鲜事物探知热情强烈，但

欠缺如何将 所 学 习 到 的 理 论 知 识 运 用 于 实 际 操 作 之 中 的 现

状，初中物理教师在设计实验内容和小制作活动时，应当确保

其具备足够的生动性和实用性，以此来吸引学生参与热情，并

让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展开自主思考。例如：带领学生做一个小

制作———“火灾报警器”： 取一只废旧日光灯起辉器， 拆下铝

壳，剪去电容，轻轻砸掉双金属片外的玻璃泡，使双金属片仍

留在起辉器底座上，细长铜丝与电池、电铃、小电珠串联成电

路，调节动、静触头 A、B 的距离，使用时，用两根长铜丝把双

金属片及其座置于易着火处， 而灯及电池装在人常活动的地

方，当易着火处温度接近着火点时，即出现声、光报警。在制作

的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吸引学生参与，引导学生思考，而不

是在一旁看别人怎么操作。只有学生真正参与到其中，参与了

制作火灾报警器的过程， 学生才能了解这一小制作中包含的

物理原理。

（二）从现实生活中遴选实验和制作素材

在为学生设计实验内容和小制作活动时， 初中物理教师

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性，降低学生的参与门槛，应当从现实生

活中遴选实验和制作素材，这样一来，学生便能够就地取材，

便可以较为轻易地进行实验操作。 如初中物理教师可以教授

学生利用其常喝的可乐瓶和气门针自行动手做“火箭”。 具体

的方式是将可乐瓶装入带颜色的水， 水的容量达到瓶身容量

一半即可。 将橡皮塞堵住瓶口后，将瓶体倒置，其后利用气筒

向插入橡皮塞的气门针加气， 如此便会因瓶体内气压的升高

而推飞橡皮塞。随着瓶内水的下注，箭体可上升 30 米的高度。

做了这个实验，大家可想一想，瓶内水起什么作用。（1）水起到

封闭作用；不使气筒注入的高压空气溢出。（2）水的重力增加，

箭体运行稳度增加，不致箭体倾斜。 （3）水的下注可使箭体受

到反冲作用而上升。 在这一实验中， 实验材料都是日常可见

的，学生选择起来比较轻松，实验也就比较容易被接受，课后

也可以经常开展此类游戏。

本文从小实验、 小制作活动之于初中物理课堂所体现出

的教学价值入手，对组织初中物理小实验、小制作活动的途径

展开了探究。 在今后的教学过程里，教师应该创新教学思路，

给学生更多探索的机会，让小实验、小制作助力物理学习，进

一步促进学生物理学习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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