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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学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周万里
银川市第二中学�宁夏�银川�750000

摘�要：所谓体验就是通过亲身经历来加深自身对某种事物的认知和记忆，体验式教学主张通过在高中物理课堂

上创设多种多样的教学手段，利用有趣的教学情境，教学活动和亲手实验，让学生们通过研究、探索、观察、实践，

获得最真实的物理体验，从而加深对物理知识的理解，提高物理知识的运用能力。在高中物理课堂上加入体验式教学

的方式，是一种增加师生互动，增强学生课堂参与度，活跃课堂教学氛围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基于教材之上，为学

生拓展物理架构，打下坚实物理基础的有效举措，高中物理教师们应重视体验式教学的应用。本文将以体验式教学在

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几点具体应用，来详细阐述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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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观念的不断进步，现今教育者们已经逐渐

意识到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再适合眼下的高中课堂，在以

往的“应试教育”中，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理论知识记

忆的是否扎实，认为只要在试卷上得了高分，学生对于

物理这门学科就是真正的掌握了[1]。但那些教育者们却忽

略了，物理是一门在现代社会中实际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的学科，社会文明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乃至国力的进步

都和物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新概念教学所倡导的

也正是教育者们应摒弃传统的教学观念，从只单一重视

学生知识素养，转而注重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体验式

教学走进高中物理课堂，正是顺应时代发展和新概念教

学理念的重要举措，通过体验式教学，让学生成为课堂

上的主导，培养学生积极参与教学，乐于试验，主动探

索，自主思考的学习品质，帮助学生发掘物理的魅力，

进而爱上物理这门学科。

1��高中物理教学中存在的教学问题

1.1  教师教学观念传统
前文已经提到过，传统教育最根本的本质就是针对

高考的“应试教育”，在以往真实残酷的优胜劣汰的考

试模式下，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教师相较于物理知

识的应用，都更重视学生物理理论是否能正确写在试卷

上，变成喜人的考试成绩。更遑论考试成绩还和教师的

教学水平和教学成绩直接挂钩，所以在传统物理教师的

观念中，对于实行新型教学方法的理念并不能做到真正

认同，在他们的想法中，体验式教学这种从未接触过的

教学方式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对于它在学生的学习中

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教师们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与其

浪费时间搞那些“花里胡哨”的教学方法，还不如遵循

早已习惯并熟练的老派教学方式，通过不断向学生灌输

知识，强硬的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形成固定思维，

以保险的方法，帮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高分。

1.2  学生对物理学习没有兴趣
在一个班级中，学习天分高的学生毕竟只是极少的

一部分，对于那些普通学生来说，随着高中物理课程的

不断深化，物理知识就变得越来越深奥，理论知识点

越来越难以理解，物理情境难以在脑海中构建，久而久

之，高中物理在学生眼里就变成了一块十分难啃的骨

头，慢慢的学生就会对物理失去兴趣，一到物理课堂上

就觉得烦恼，无法集中注意力听讲，教师的教学质量和

教学效率也会因此变得地下。情绪是极容易互相传染

的，面对众多不愿意听讲的学生，教师也会产生烦躁情

绪，从而在某一时刻传递给学生，如此一来一回就造成

了一个解不开的死循环，学生甚至可能会因此对物理教

师产生抵触情绪，从而给师生关系造成恶劣影响。

1.3  教学手段过于匮乏
物理是一门极为重视实践的学科，先不说它在现实

世界的重要应用，单说它复杂繁琐的理论知识，只靠学

生自己在脑海里构建相关情境，就会导致学生对物理知

识的理解只能停留在浅层表面，永远无法做到直观深入

的了解。但或许是处于经费的原因或者是处于学校领导

者的不重视，有些学校对学生亲自操作物理实验并不持

鼓励态度，这就导致学校的物理实验教具储备不充分，

学生更本没有充足的条件进行实践学习，致使物理理论

无法转化成实践，学生物理实践的动手能力得不到锻

炼，从而限制了学生物理思维的发展。

2��体验式教学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2.1  引入视频体验，激发学习兴趣
物理本身就是一门十分富有趣味性的学科，正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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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此，才有那么多物理学家愿意痴迷其中，通过不断

的钻研和探索，在时代的发展中，逐步将物理知识进

行创新和完善，最终形成高中物理课堂上我们看到的课

本。但像物理先贤们那样热爱物理并且拥有不凡天赋的

学生终究只是极少数，更多的高中生在面对物理时第一

反应就是枯燥乏味，毫无学习兴趣。因此如何激发起学

生对学习物理的兴趣，是物理教师们在使用体验式教学

时首当其中要解决的问题。教师可以在高中物理课堂教

学中利用多媒体播放技术，将课本上的知识以生动有趣

的画面展示在学生的面前，以一个新奇的开头在一节课

的最开始就牢牢抓住学生们眼球，让他们对接下来的课

程产生强烈的探索欲望。例如在开展《相互作用-力》
这一单元的教学工作时，在课程的一开始，教师可以截

取一段相关的动漫视频作为切入点，比如动漫《魔童降

世》里有一段经典桥段，就是哪吒、敖丙和他们的两位

师傅被同时困在一个圆球中，只有哪吒用笔画出出口，

几人才能脱困，但在这个过程中，哪吒反复试了几次，

却画出了悬崖和石柱，几人所困的圆球掉入悬崖由在石

柱上反复回弹，一路上经历了各种险境最终才脱困。借

由这个片段为开始，学生的好奇心已经完全被吊起，教

师就可以趁热打铁，进行《重力与弹力》这节课的具体

教学了。另外教师也可以改变传统教学中写板书的习

惯，将接下来的课程内容同样制作成PPT，将《重力与弹
力》这一课的教学内容制成条理清晰，简单明了的思维

导图，按照思维导图的指引，有目标的开展课程。多媒

体的应用也不仅限于此，教师还可以用视频播放一些有

意思的物理实验过程，例如《探究加速度与力、质量的

关系》这一试验，通过视频中试验者演示的操作过程，

让学生对实验结果产生最直观的画面，帮助学生在脑海

中构建出清晰准确的物理认知，从而达到加深学生对力

学知识的理解，为之后的实际运用打下基础。通过这样的

体验式教学，为学生构建出一个活泼的学习氛围，能从根

本上消除学生对学习高中物理没有兴趣这一弊端，将学生

们的心思引入到课堂中来，这对物理学习十分重要。

2.2  增设课堂提问，引导学生参与
在课时一开始吸引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注意力，这

只是完成了体验式教学的第一步，如何保证学生的势

头，确保学生在接下来整堂课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注

意力一直放在物理课堂上，这同样也是教师应该重视的

问题。教师应在课堂上穿插着问题教学，以具体的提问

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引导学生随着教师对课程的讲

解层层递进，进行自主思考，促使学生完全融入教师的

教学节奏，养成学生探究性学习的习惯[2]。例如上述中

《相互作用-力》这一单元，和《魔童降世》片段选取
的案例中，在观看动画片段前，教师可以先向学生们抛

出疑问，“片段中那里涉及到了重力，哪里又和弹力相

关？”“在视频中是否有摩擦力的产生？”等问题，然

后教师提醒同学们认真观看影片，并在接下来的学习中

找到相关答案。在此过程中，教师也应积极发挥提问的

效用，针对课程内容，时不时挑选学生站起来回来问

题，比如“生活中还有那些重力现象？”比如“两个手

掌放在一起反复摩擦，是否有摩擦力产生？”再比如教

师可以用手边的教具实际演示以下重力和弹力的具体表

现。通过不定时的提问，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学生的

“警惕”，学生正堂课上都担心下一秒老师会不会抽到

自己回答问题，注意力自然不敢随便分散，只能一直集

中在课堂上。这充分利用了学生对教师天生就有的敬畏

心理，是既符合人性特征，又是很实用的教学方法。在

教学任务完成后，教师再留出一段时间来带领学生们回

归到动画视频当中，逐帧定格画面，针对画面中可能存

在的力学现象对学生进行提问，并根据学生的答案及时

给予肯定和指正，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也要充分发挥自己

的观察力，观察班级学生的回答情况，通过对学生的眼

神和神情，来判断这节课的教学成果。此举是利用多媒

体对于高中生的诱惑，结合相关的问题情境，来有效增

强学生对于物理课堂的参与感，属于顺应时代发展的新

型教学方式，是十分符合体验式教学理念的教学手段。

2.3  重视物理实验，锻炼学生实践能力
通过视频和问题等教学方式能帮助学生完善物理知

识的构建，但此时学生吸收的物理知识更多的还是停留

在书本上的理论，试想一下，如无数的优秀物理学家都

只依靠理论，而不是反复实践和实验论证的话，那么可

能直到今天，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子弹也不会研究成功，

中国可能也不会有自己的卫星，甚至科技水平也不会飞

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3]。因此，要想让学生深化了解

物理理论，就要重视学生的物理实践能力，只有这样，

未来才能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动手型物理人才，为国家

科技的进一步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在高中

物理教学上积极组织学生进行物理实验的实际操作，是

学校和教师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在学习《机械能守恒

定律》这一单元时，有一个单元实验《验证机械能守恒

定律》，教师在实验课程开始时，应先按照班级学生的

数量准备实验器具，或者将学生分为几个小组进行小组

分工，在实验开始前，教师组织学生们观看《验证机械

能守恒定律》的实验视频，并根据视频内容先一步向学

生讲解实验需知和操作规范，为学生今后实验行为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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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然后教师就可以让学生们按照实验视频的操作顺

序进行自主实验操作了[4]。在这过程中，教师应对各小组

的实验过程和实验记录进行观察，并及时指出其中的不

当之处，帮助学生们顺利完成实验，同时检测学生对本

单元知识的掌握。除此之外，学校应重视让学生亲手操

作物理实验产生的深远影响，根据课程及时将可能用到

的物理器材准备好，为教师使用实验体验式教学提供足

够的支持。只有先保证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再帮助

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操作，学生才能做到

真正灵活运用所学知识，从而促进学生物理综合素养的

发展。

2.4  重视物理实践，发现生活中的物理
前文已经说过，物理是一门在现实生活中运用范围

非常广泛的学科，日常生活中，人们运用到物理的现象

数不胜数，例如最普通的“电路和开关”“塔吊的运

作原理”“高空抛物”等等，可以说人类的生活是由数

不清的物理现象组成的，现今社会的发展根本不可能离

开物理的运用。如此，教师大可以暂时脱离课本，将学

生带入生活中去，让学生自主发现隐藏在生活中的物理

现象，开拓学生眼界的同时，帮助学生活跃思维，将所

学知识和实际案例相结合，从而锻炼学生的思维逻辑能

力，也能促使学生日后灵活运用物理知识。比如教师可

以举行一场脱离课堂的课外活动，以一个单元的知识点

为基础，让学生在城市中找寻相关的物理现象。比如

《能源与可持续发展》这一单元，教师让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深入到城市中去，找到不同能源在生活中的实际运

用案例，并逐一记录在侧，观察完成后，教师组织全班

学生进行汇总，将学生们找到的案例进行梳理，形成一

张没有重复的名单，然后教师鼓励学生对这些案例中涉

及到的能量转化过程在黑板上进行标注。这时学生对能

量的运用已经有了最直观的了解，对本单元所学知识也

有了清晰的认知，让学生在此进行标注，是一种继续课

后巩固的方式，以此进一步加深学生的记忆。通过对教

材的讲解、亲手完成实验最后再让学生亲自验证所学的

这三个过步骤，教师反复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利用

体验式教学，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反复性的知

识巩固。比较起传统教育中的“死记硬背”，这样的方

式明显更符合高中生追求新鲜感的心理特征，能有效消

除学生对于学习物理的畏难情绪，将物理学习变得有趣

起来。

结束语：综上所述，体验式教学是通过创设体验情

境，用有趣的教学活动和物理实验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知

识的兴趣，从而帮助学生养成自主探究物理，主动思考

物理的良好学习习惯。体验式教学充分尊重了高中生对

未知和新奇事物抱有极大求知欲这一心理特征，以“润

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学生自己参与到物理的学习中

来，从而在悄无声息间消除学生对于学习物理的抵触，

打破学生对学习物理的畏难情绪，从而为学生有质量有

效率的学习物理知识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阶梯”。而对

于教师来说，体验式教学能为教师改变教学模式提供新

的思路，让教学环境朝着轻松有趣的方向发展，增强学

生对于教师教学工作的配合，从某种方面来说，也能达

到减轻教师教学压力的目的。总之，将体验式教学融入

高中物理课堂，对师生双方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影

响，需要教师们真心认同并积极创设新型教学方式，将

其融入到日常的课堂教学当中，从而发挥体验式教学的

最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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