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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摘 要】针对目前任务更重、教学要求更高的高

中物理实验，物理教师要总结实验教学经验，整合教学

理念和资源， 设计更优的发展环境， 培养学生综合能

力。 其中，实验探究能力对学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

提升学生学习效率，提升学生经验内化效果等，因此探

究学生实验探究能力具有现实而积极的意义。据此，为

探究该项能力具体培养措施， 结合相关教学经验和实

践成果，以实验探索能力培养概念和意义为着力点，探

究其具体培养方式，以供参考。

【关键词】高中物理；实验；探究能力；培养

实验探索能力作为学生了解高中物理概念、 知识

的关键，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降低学生课堂知识

学习难度，提升教师教学效果。尤其在现行更高要求和

标准环境下，通过强化学生实验探究能力，还能有效渗

透学科素养， 助力学生个性发展、 综合发展和全面发

展，甚至优化学生学科学习观念等。 据此，有必要探究

高中物理实验能力培养的路径。

一、高中物理实验探索能力培养概念及价值

结合高中物理实验要求、教学任务等要素看，实验

探索能力培养主要是指教师基于实验内容， 坚持学生

中心，以学生思维能力、动手能力、迁移能力为中心，为

学生营造适应性强的发展环境， 以让学生形成正确的

实验探索观念、习惯、行为等。 由此，实验探索能力培养

具有适应性、合理性、系统性等特征，其中适应性主要

是指教学内容要适应学生和教材教学内容， 如适应学

生基础能力、 情感需求等。 合理性实验方式内容要合

理，既不能超过学生能力，又不能太过简单，以避免影

响学生实验探究观念。 系统性要求教师在设计实验培

养环境时，要注意知识与技能的衔接，要把控知识、经

验、情感同学生的交互，以让学生形成的知识更具

体系。

基于高中物理实验探究能力培养有效经验， 其培

养意义非凡。 首先，有助于教师的教。 一是能够降低教

师课程教学难度。 通过培养学生实验探索能力，能够让

学生形成物理学科学习思维， 即对知识和概念拥有探

索意识， 继而更好地配合教师课堂教学， 汲取知识经

验。二是能够加快教师发展速度。由于学生实验探索能

力的培养需要教师深入学生群体， 分析实验有效表现

形式，优化实验过程，创新实验形式，从而会直接提升

教师素养和教学技能。 如更加科学地观察和记录学生

实验表现，并给予科学的评价等。 其次，有助于学生的

学。一是有益于学生高中物理知识的汲取和内化。物理

实验探索能力能让学生深入物理知识要素内涵， 并迁

移其中关键知识，继而全面提升自身学科素养和能力，

促使学生拥有更好的学习效果。 例如，学生结合实验探

索方式，解决现实生活问题。 二是可实现学生本我思维

能力的发展。 物理实验探索能力的本质是学生立足自

身对物理知识的理解、认知、逻辑思维，探究高中物理

高中生物理实验探究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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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脉络， 而这一过程便会逐渐锻炼和提升学生的物

理逻辑思维能力。

二、高中物理实验课程提升学生探究能力路径探究

尽管高中学生思维、 能力等要素相较于小学和初

中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从细化角度看，学生主观能力

较差，加之高中物理难度较大，若教师未重视实验教学

环境的有序建设， 必然会影响学生各项实验能力的提

升。 据此，结合相关经验，认为应从实验的趣味性、创新

实验形式、明确实验目的、实验分层等层面出发，架设

良性学习环境。

（一）基于趣味性实验提升学生实验探究能力

经验表明， 趣味性强实验能够激发学生实验参与

兴趣，让其主动、积极地探究实验线索，继而更加快速

地将实验知识内化于心，更快地提升实验探究能力。因

此，相关教师要研究哪些元素既符合实验内容，又能适

应学生多元而丰富的兴趣需求。首先，教师要改变原教

学方式，给出主题让学生基于学习内容，自主设计实验

内容和方向，这样不仅能够提升实验主题地位，还能让

学生在探究实验内容、方式、器材过程中，得到成长。 其

次，要基于学生兴趣，设计针对性强的实验探究内容。

教师要深入学生群体，了解不同学生不同的兴趣，设计

趣味性强、空间强、感受性强的实验内容，如班级中大

部分男生以及部分女生对运动感兴趣， 此时可设计室

外实验探索方式。

以室外运动实验为例。在惯性实验探究中，让学生

尝试在较快速度下尝试停下。 或让学生以一个人或多

个人推动一个较重的物体，然后抛出探究内容，为什么

跑步速度越快，就越难停下来？为什么推动物体刚开始

需要花费的力气更多？在这些具有趣味、探索性强的内

容下，学生会主动、积极地探索惯性内容，且获得探究

能力。 此外，在开展这类探究实验时，可联动班级体育

课程进行，这样不仅能够保障学生的安全，而且能达到

多学科融合的目的。

（二）基于实验内容创新实验形式

现代高中物理的探索能力， 不是简单地模仿教师

实验步骤重复实验过程， 而是要求学生结合自身学习

经验和能力，探索实验的其他不同表现形式，即创新实

验形式。究其原因，若不基于实验培养学生迁移探索思

维，那么可能导致其在遇到难度较大的实验时，会出现

掌握难、理解难、探究难等问题。 因此，为避免这一情

况，教师在设计实验内容或方式过程中，要重视实验内

容的重构、完善，并优化和创新，如在学生能力基础上

简化实验流程，改变实验方向等，以在搭建直观、系统

实验环境时，提升学生学习质量和效率。

以电流表改装电压表为例，在探究该实验经验时，

基于学生理解和认知能力，可简化实验流程，在学生完

成实验后，可让学生尝试将其改装为欧姆表等。这样不

仅能巩固知识技能， 而且能有效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

物理学习思维，即灵活运动相关能力，进行知识和技能

迁移等。 同时，改装也更具挑战性，能够满足学生更深、

更远的发展需求。 再如，在频率概念探究实验中，教师

可让学生用一张硬纸板，将其伸入自行车后轮中，然后

慢慢转动车轮， 让学生感受不同速度下声调的变化情

况，这样不仅能够让声调实验更加直观，而且能活跃实

验气氛，继而让学生更积极和主动地探究相关内容。

（三）基于学生需求强化实验表现

目前，提升学生实践能力，让学生在探索能力基础

上形成经验、技能构架，最关键的是让学生了解实验方

向、实验目的、实验形式或实验中相关经验的联合使用

等。 基于此，在提升学生探究能力时，教师要重视实验

前置工作的设计，既要更加系统、全面地展示实验相关

信息，避免学生偏离实验方向，以更好地培养学生实验

探究能力。 第一，要搭建直观体验环境。 教师在实验前

应利用现代教育教具，用图片、思维导图、动图、实验视

频、相关趣味补充资料等，引导学生自主分析实验需要

探究的问题，然后教师再加以指正，以提升学生课堂地

位，培养其探索素养。 例如，向心力大小表达式探索实

验中，让学生观看餐桌上圆形转盘构成，然后展示其运

动效果。 并在此基础上，展示向心力演示器，让学生思

考探究方向和内容，这样除了能够展示实验探究过程、

相关设备，还能让学生结合以往实验经验，了解本实验

的探究方向，继而提升本实验最终教学效果。 第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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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传统实验设备， 为学生架设更加鲜明的实验感受

环境。仍以向心力实验探究为例，为让学生感受本实验

的魅力，在学生完成基本实验后，可让学生将课本置于

光滑的实验桌，用手指给课本动力，让课本转动起来，

让学生对本实验拥有更佳的感受。再如，可让学生用小

球和绳子做一个单摆， 感受向心力作用下小球的变化

情况，这样不仅能够改变学生实验探究观念，而且能发

展学生的实验探究思维。

（四）基于学生差异进行分层目标探索

高中物理本身具有一定难度，学生学习难度较大。

而在学生认知、学习能力等基础上，其发展必然会出现

差异化，为确保所有学生的实验探索能力均有所提升，

均对物理学习拥有动力，一方面教师要鼓励学生，另一

方面教师要基于实验情况进行科学分层。首先，教师要

总结教学经验，围绕教学目标，立足学生差异化发展情

况，结合学生实验探索中的实际情况，设计分层教学目

标。 同时，结合学生在实验探索中的表现情况，微调学

生探索目标，如基于实验难度、学生实验表现等，强化、

弱化不同层次学生实验探索目标， 以让实验目标能够

适应学生发展情况。其次，教师除了要结合实验经验渗

透要素设计实验方式， 还应结合学生实验探索能力各

项需求，完善教学目标，如探索素养、个性探索能力等。

最后，教师要全面了解各个层次学生对自身的期许、不

足，并以实验方式予以回应，以提升学生发展效果，如

通过问卷调查、直接谈话等方式，了解学生发展情况，

以保障分层实验探索环境营造的科学性。

以高中“牛顿第一定律”探索实验为例，该实验要

求学生掌握物体运动不需要力来维系， 在外力的作用

下物体的方向或速度会有所改变。据此，为让不同层次

学生在探索中均有所发展， 教师要结合实验目的和要

求，将学生分为基础层、中间层、拔高层等，其中基础层

主要是探究目标为依据实验流程， 巩固牛顿第一定律

概念等；中间层，要基于教师抛出的实验问题串，在实

验中讨论物体运动不需要力作用的特殊情况， 如推动

滑块和弹开滑块时小球的变化情况等；拔高层，除了要

让其结合相关实验探索本实验要点， 还应让其结合生

活经验，试验该定律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此外，在实

验过程中，教师要密切观察、记录、分析学生表现，并适

当强化不同层次学生的实验探索目标。这样，不仅能让

学生拥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还能让其在探索中形成更

优的探索观念和思想。

综上所述，在现代高中物理教学过程中，实验探究

能力的培养对学生的深化发展和教师知识渗透而言有

非凡的价值和意义，相关教师要对其予以高度重视，并

不断依据学生成长规律，调整自身教学内容和方向，填

补自身教育教学技能和素养空白， 以为学生发展奠定

良好基础。 同时，也要结合各项教学经验，探究适应性

更强的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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