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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探究素养是物理核心素养之一，科学探究素养的培育与实验教学是密不可分的，“课

外”实验是物理实验教学中很容易被忽视的组成部分，但在双新背景下，教师应多尝试培育

学生科学探究素养的途径，借助课外实验，发现问题、获取证据、论证解释、交流总结，进

而促进学生科学探究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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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标准的颁布和中考改革都推动物理教学的变革，而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

学科，所以实验教学的改进是非常重要的。以往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实验，多为老师根据教

学内容情景再现的课堂演示实验，或是在实验室进行的集体操作的学生实验，这都是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实验教学方式。新课程标准提出物理课程要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科学探究是人类探索和了解自然、获得科学知识的主要方法，是学生学习科学的主要方式，

还是一种综合的、关键的科学能力。[1]而科学探究素养的培育与实验教学又是密不可分的，

在保证原有实验教学的基础上，笔者尝试在教学中引入学生自主动手的“课外”实验，借助

现代信息媒体，让“课外”实验与“课内”教学呼应，“课外”实验补充“课内”教学，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课外”实验主题及实施方法

上教版教材配套练习册中总共有实验与制作 26 个，其中八年级 16 个，九年级 10 个，

这些实验是教材的编写专家老师精心筛选的，是与每章节的知识体系相关的实践实验。在以

往的教学中因为这些是非纸笔测试检查要涉及到的内容，而经常被大家忽视。笔者在教学中

就是在章节教学时带入教材阅读材料及配套练习册中的实验。这些实验与学生的课内学习密

切相关，是原有教学内容的补充和延续；这些实验内容同样也是课程标准的具体体现，对学

生的科学素养的培育有积极的作用。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提供了多样化的方式和渠道，现代媒体既

是通讯工具，也可以记录学生的学习，为学习服务。我们的学生课外实验布置及完成，老师

需借助教学 APP 发布实验项目内容，给学生一段时间学生在家里自行选择材料、制作完成，



整个过程中碰到问题时也可寻求老师的帮助，并用视频方式记录实验过程并上传到 APP。

二、“课外”实验教学的实施策略

科学探究是指基于观察和实验提出物理问题、形成猜想和假设、设计实验与制定方案、

获取与处理信息、基于证据得出结论并作出解释，以及对科学探究的结果进行交流、评估、

反思的能力。[2]在学生的课外实验过程中同样也遵循着科学探究发展的过程。

1、自主实验，发现问题

科学探究是科学家认识自然、发现规律的一种方式，是探索未知的过程。所以有些学生

课外实验，并非需要全部学习完相关的物理知识才能让学生动手完成，可以在学习该知识前

就布置给学生，放手让学生去尝试，在自主实验探究过程中学生一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

题，给足够长的时间去沉淀、思考；自主实验的过程是学生基于物理现象，发现问题的学习

过程。如：九上练习册 P54 页 14 题《制作可调光电灯》，有的学生是选用旧玩具上的小灯和

电池，有的同学用的是简易的电路原件等等如图 1 所示。

几个学生在制作过程中选用的方法是接入长导线、导体或线圈，这不免引发了学生对导

体的长度对电阻大小的思考，学生基于接入导体后小灯变暗的实验现象提出物理问题，并能

形成猜想与假设，导体的长度越长电阻是不是也越大。

2、设计实验，获取证据

科学探究是学生参与的学习活动，是以问题导向，工具搭建，研究者能亲身经历的探索

过程，更注重实践性。物理学科本身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学科核心素养关注的是学生品

格和能力的发展，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有能力切实的实际操作。课外实验时学生需要根据物

理问题，自主设计实验与制定方案并搜集证据，有时他的方案不能有效的达成实验目的，学

生需要对方案进行调整修正，也可以在实施过程中寻求外在的帮助，这个过程本身有效的将

课内学习方式延续到课外，锻炼学生为完成既定目标的内在品格和能力。练习册 P52 页 9《实

验研究铅笔芯的电阻与那些因素有关》，有的同学就通过对比实验验证自己的猜想；有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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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甚至自己购买了简易的电流表电压表完成了自己的实验研究，如图 2 所示。

除了用铅笔芯，有学生用不同长度的导线研究导体长度对电阻大小的影响时，有的同学

想到用多根导线并联的方式研究横截面积对于电阻大小的影响，并设计了相应的实验过程，

有效的完成实验，现象明显。

3、分析实验，论证解释

科学探究是获得科学知识的主要方法，也是学习物理的主要方式。在课外实验过程中

学生自主实验，关注现象，初步具有分析论证的能力；并能根据实验现象，解释结果和变化

的趋势，基于证据分析现象或原因。练习册 27 页 13 题《探究浮力产生的原因》，以往教学

中的处理方法是教师进行课堂演示，同学们集体课堂完成，教师无形中替代了学生，剥夺了

学生独立获取感性体验的机会，这个实验所需要的器材材料简单，学生很容易获取，很多同

学都自己顺利的完成了课下的自主探究过程如图 3 所示。

当老师在课堂是分享学生的实验视频时，学生看到自己的实验非常高兴，同时看到自己

同学的实验也非常兴奋，对于浮力是由于物体上下表面压力差产生的这一物理规律的认知也

更为深刻，其教学效果比老师课堂演示效果好太多!

4、分享实验，总结交流

科学探究是对实际现象所反映的物理规律达成共识的科学认知活动，符合认识客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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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一般过程，其总结规律也更具有普遍性。运用信息媒体分享学生实验过程，能促进学生

间的交流，提炼实验现象背后的共同特征，高效总结内在的物理规律，在日常教学中通常只

要得出了相应的概念规律，教师就会进入下一知识教学，而学生科学探究素养的培育，也应

关注实验过程中同时衍生的隐性问题，不能对学生的“错误”视而不见。“课外”实验最终

是要回归到课堂，回归到物理课程内容，为课程服务，让学生能真确表述，评估和反思自己

的探究过程，针对课堂学生实验过程中实验结论进行总结；进行浮力教学时，练习册 P29

页 18 题《制作浮沉子》，学生实验如图 4 所示。

老师将学生课下的实验视频根据课程内容剪辑，在课堂上与同学交流分析，总结浮沉子

在水中上浮下沉原因的物理规律，同时对失败的实验的进行分析，错误的原因在哪里，进一

步加深对物体浮沉条件的理解。这些都是老师演示时不能预判的教学资源，做实验的同学和

观看的同学本身学习的印象也会更为深刻。

三、总结反思

科学探究素养的培养是课程目标的迭代升级，传统教学把教学的力量都用在知识点的掌

握和解题技能的训练上，核心素养的形成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任务，最多只是顺带完成的额外

任务，新课程标准中核心素养目标的落实必然要求教学方式的突破。能力只有在需要能力的

活动中才能形成，品格，也只有在需要品格的情境中才能养成。课外实验增加了学生动手实

践的机会，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的开展课外实验教学；既能节

省课内教学的宝贵时间，也可以用课后的实验补充课内的学习，内外呼应。借助和通过课内

外系列活动，整合落实核心素养的生成，在课内实验教学中注重科学探究素养的培育，在课

外实验教学中检验和发展学生的科学探究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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