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教学中的情景教学

情境教学强调学生到实际生活中去观察，到具体情境中去感受，这把物理教

学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物理情境教学中，学生身临其境，通过各种感官

吸收信息，从而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提高了教学质量。下面就谈一下情景教学在

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一、何创设情景

1、创设情景引入新课

教师导入新课的方法多种多样，如教师提问、实验观察、相关物理知识或物

理学史介绍、习题解答等等，课题导入的主要任务是在学习者与新的学习课题之

间创设理想的诱发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愿望，自然地引入新课。一堂课

如果导入的精彩，能够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从而迅速进入问题情境中，

积极开动脑筋，进入课题思考，这会对该堂课的成败起者关键的作用。因此教师

在这个环节上一定要多下功夫，根据课程内容选择合适的手段创设精彩的导入情

境，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作好必要的铺垫。例如讲《静电屏蔽》时用两个趣味实

验导入，我先让学生回忆刚上高中讲绪论时做过的带电鸟笼里的鸟安然无恙的实

验，再做另一个实验：把一个手机放在一个金属盒里，用另一个手机去拨打它的

号码，发现放在金属盒中的手机无法接通。让学生观察之后再思考原因，迅速激

发了他们想通过对本节课的学习来解释这些现象的欲望，事实证明这样的情境导

入极大得调动了学生认识问题的主动性与迫切性。

2、创设情境突破教学的重、难点

（1）创设实验情境，激发学习兴趣

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的方法是物理学学习的基本方法，

物理实验是创设物理情境教学的重要途径之一。一个物理实验就是一个完整的物

理情境，让学生亲自看一些物理现象，做一些物理实验与理论学习相互对照、验

证，加深理解，以便形成正确的物理情境。另外在课堂教学中除了课本上的演示

实验及学生分组实验外，还可以设计一些简单的演示小实验或创设一些探究性实

验，这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能

够很好地帮助我们突破一些教学的重、难点知识，从而使学生达到对这些知识的

真正理解与掌握。

例如静摩擦力概念的理解对学生来说始终是个难点，尤其是对静摩擦力的方

向可以与物体的运动方向相同，因此静摩擦力可以是动力的理解。为此在讲授静

摩擦力时设计了如下小实验：把一只牛皮纸信封夹在一本不厚的书中，尽量使信

封靠近书装订的一边。用手提信封就能将书提起来并能使之升高。与同学一起分

析在书本升高的过程中书本所受静摩擦力的方向，很容易得出信封对书本的静摩

擦力方向向上提供了动力。这个实验很简单但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深刻。

再如讲合力与分力的关系时，由于学生刚刚接触矢量的运算，对平行四边形

定则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因此在这个知识的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尝试了探究式学习

模式：为学生介绍相关知识后，提出所需探究的问题，提供备用器材，将学生分

组放手让学生进行探究，最后进行小组交流，各小组在汇报探究结果时互相补充，

一起得出结论：合力不一定大于分力，在分力大小一定的

情况下，合力随分力夹角的增大而减小。这样得到的知识学生印象深刻，理

解透彻，再遇到相关问题时错误率就会大大降低。



（2）运用多媒体电教手段，创设物理情境。

传统的教学中多数情况是凭借教师用自己的语言去创设情境，有时未免单

调、枯燥。而且有些物理问题比较抽象，仅凭教师的语言表述学生难以想象，影

响了学生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掌握。为此我们可以借助多媒体电教手段结

合传统教学做一些逼真的物理模拟，制作一些高质量的教学课件，恰当地应用到

教学中，对突破教学的重、难点，提高教学效率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例如《静电

屏蔽》中电子在外电场中的运动和静电平衡时电荷的分布无法用实验演示，运用

多媒体动画把电子的运动和电荷的分布展示出来，学生对静电感应和静电平衡状

态就有深入的理解。

另外有些微观结构如：a 粒子散射；光电效应；布朗运动等。所有这些知识

抽象、复杂，学生难以进行想象，接受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但若借助多媒体手段，

我们可以使微观世界宏观化、宏观世界微观化、瞬间过程永久化，展现二维三维

的立体动态效果，从而提供丰富多彩的教学情景，使物理教学更直观，以帮助学

生摆脱这些认识障碍，从而使思维进一步得到扩展。

（3）创设议论情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设置一些既有难度又有梯度的问题情境，适当组织

学生讨论。学生通过讨论，彼此交流、启发，会使研究的问题更深入，重点更突

出，更容易突破难点、疑点，从而使易混点得到澄清，易疏忽点得到强化，使获

得的知识更扎实。通过议论也可充分暴露学生对知识认识、理解上的偏差，教师

在传授上的不足，能有效的获得反馈信息，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补救。

创设议论情境，学生能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扩大信息交往；可彼此启发，

拓宽思路，引发灵感，有时往往在议论中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新发现。通过议论能

锻炼学生思维的逻辑性与敏捷性，也能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及应变能力。

二、创设问题情境应注意的问题

1.素材要有针对性。

即基于对学生已有知识经验和教材内容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要深入分析

和挖掘教材内容中蕴含着的能力价值和情感价值的知识，利用这些知识作为情境

素材，创设情境才能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

2.问题要有方向性。

教师通过情境要把问题设在学生有疑问处，这样的问题才能引起学生的认知

冲突，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而问题一旦得到解决学生就会有种“柳暗花明”的感

觉，有极大的成就感，从而激起进一步探究的欲望。

3.问题的难易程度适中。

即教师提出的问题既要有一定的难度，又要学生通过学生努力可以解决，问

题过于简单不能激起学生探究的兴趣。问题过难又会使学生感到力所不及，不知

如何做起，从而可能失去探究学习的兴趣。

总之在物理教学中教师利用好情景教学能最大限度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鼓

励学生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促进学生知识与技能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