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平台

生物学是一门重视实验操作

的学科，实验是提高生物教学效
果的有效手段，不仅能增强学生
的感性知识，而且能激发学生学
习生物的兴趣，对培养学生的动
手能力、创新精神有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因此，我在生物教学中，
想方设法、多渠道地培养学生的
实验能力，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现总结如下，和各位同行进行交
流。

重视生物实验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刚进中学的初一学生好奇心

强、好动，他们做实验时，注意力
分散在实验仪器及用品上，不注
意听讲 、看教师的示范 ，在实验
过程中不认真操作，观察实验现
象不细致。 此时，我一般采取模
拟方式进行实验。 如讲《学习使
用显微镜 》一课时 ，我先讲解显
微镜的结构和作用，然后在操作
显微镜时边讲要点边作示范，学
生边模仿边操作。 学生模仿操作
完显微镜后，我再让学生独自操
作一两遍，经过几次这样的训练
后，学生就基本上学会了使用显
微镜。 模拟式教学方法的好处是
有利于培养学生认真、 细致、严
谨的科学态度，规范学生的实验
操作。

运用生物新个体

启发学生创新思维

在教学中， 我时时体现出新
知识、新理念、新观点，让学生真
正地把生物知识与生活实践相联

系。 如《观察种子的结构》这节实
验课， 我让学生准备了各种各样
的粮食作物，如大豆、花生、玉米、
小麦等。刚开始，学生不知道自己
拿的是果实还是种子。 经过亲自
观察、探究，他们不仅说出了这些
粮食作物各自的结构， 还举出了
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在教学中，我
们通过广泛交流实现师生互动，
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从而达成共
识、共享、共进。

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

发挥学生想象力

在讲授自然科学知识时，教
师要注重语言的科学性， 也决不
能忽视语言的艺术性。 教师可以
运用形象的比喻， 将难以理解的
问题变得通俗易懂， 化抽象为形
象，化空洞为具体。如讲血液循环
系统具有调节体温的作用时，可
把血管比喻为暖气管道， 而毛细
血管就相当于暖气片。 我让学生
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将一些
抽象的书本知识形象化、具体化，
学生学习效果显著， 最终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在初中生物课中
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

□ 市八中 郑晓华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

础的自然科学。 《物理课程标
准》提倡使用身边随手可得的
物品进行探究活动和各种物

理实验，这不仅可以拉近物理
学与生活的距离，而且可以让
学生感知科学的真实性，感受
到科学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
及生产生活的联系。 笔者认为
开发和运用低成本物理实验

是对“从生活走向物理 ，从物
理走向社会 ” 理念的全面落
实，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 实验操作能力、探
究能力、创新意识及科学精神
等。

低成本物理实验

资源开发与运用

一 位 物 理 教 育 家 曾 说

过 ：“物理教师要能为无米之
炊，要坛坛罐罐当仪器 ，拼拼
凑凑做实验。 ”所以，只要善于
观察、勤于思考、敢于实践，我
们就会发现身边有很多生活

资源可以利用。
生活用品资源。 我们身边

可以做物理实验的物品比比

皆是，如利用铅笔做滚动摩擦
比滑动摩擦小的演示实验。

食品资源。 食品是我们赖
以生存的物质，利用生活中的
食品， 可以做很多物理实验，
如用鸡蛋制作神奇的大气压

强实验。
报废的仪器资源。 实验室

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废旧的

仪器， 把有用的部分拆下来，
经过加工组合，就能制成有用
的实验器材或教具，如利用废
旧的电阻器 、墨水瓶 、温度计
等器具 ， 制成焦耳定律演示
器。

废旧物品资源。 在我们的
生活中， 有很多废弃物品，我
们可以利用这些废旧物品，来
进行实验探究活动，如利用废
弃饮料瓶做物体沉浮实验。

体育用品资源。 利用乒乓
球、羽毛球、实心球、铅球等 ，

我们都可以做物理实验，如利
用乒乓球演示浮力产生原因

等。
低成本物理实验

教育功能

低成本实验装置取自日

常生活、生产中非常熟悉的材
料 ， 如果教师把它搬到课堂
上， 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引起学生对现象的观察。 低成
本物理实验具有如下独特、不
可替代的教育功能。

帮助学生树立物理学习

信心。 低成本物理实验所演示
的现象与日常生活中的现象

容易吻合，能够消除学生对物
理的神秘感，使学生感到物理
就在身边，从而使学生树立学
习物理的自信心。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低
成本物理实验取材于身边随

手可得的废旧材料，学生经过
改造利用，变废为宝。 在探究
性学习过程中，学生具有了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 市八中 李江霞

在初中新课程标准物理

课本中，除了演示实验 、分组
实验外，有些章节中还新增加
了迷你小实验。这些迷你小实
验多数与实际生活联系紧密，
器材准备容易， 操作简单，效
果明显，所以做好这些小实验
对我们的物理教学有着不容

忽视的意义。下面结合我的教
学实际，谈谈迷你小实验教学
方面的点滴体会。

迷你小实验材料简单易

得。迷你小实验的材料大都是
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物品，方便
学生就地取材。以《光的折射》
一课为例 ， 学生需要用到硬
币、水、玻璃容器，这些常见的
材料能保证学生在课后进行

制作和研究。
迷你小实验形式灵活多

样，操作比较简单。 这些迷你

小实验有的侧重于操作，如测
量玩具车的速度；有的侧重于
设计， 如自制简易喷雾器、望
远镜等；有的侧重于对物理知
识的理解和应用，如有趣的惯
性小实验 。 这些实验内容简
单，容易制作，便于操作。

迷你小实验贴近生活实

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迷
你小实验总是穿插在物理教

学过程中，帮助学生理解物理
知识。 如讲《科学探究 ：摩擦
力》一课时，我要求学生在课
后完成一项实验，用肥皂水把
手打湿， 然后拧玻璃瓶盖、门
把手等，让学生亲身体验物理
与生活之间的联系。这些小实
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从
而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了物理

来源于生活并服务于生活的

真实内涵。

迷你小实验的制作，降低
了学生学习的难度 。 如学习
《光的色散 》一课时 ，我要求
学生自制彩虹 。 学生将容器
中装满水 ， 把一块平面镜斜
插入水中，将装置放在从窗口
射入的阳光下。学生调整镜面
倾斜的角度，可以在对面的白
色墙壁上看到彩色的光斑。这
实际上是太阳光被分解成了

七种颜色的光 。 这些小实验
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 还降低了学生学习的难
度。

迷你小实验能培养学生

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动手操作

能力 。 迷你小实验简单易操
作，比较适合学生自己动手做
实验，对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
有很大帮助。实验用到的器材
一般来源于日常生活，教师要
鼓励学生细心观察，尽量从身
边寻找材料，培养学生留心观
察、善于思考的习惯。

总之，充分发挥迷你小实
验在物理学科调节教学中的

作用，能使调节教学更生动 、
具体，使物理教学变化多样 、
内容丰富充实 ， 使学生把知
识学得更灵活主动 ， 符合发
挥以教师为主导 、 学生为主
体、 思维为核心 、 训练为主
线、调节为关键、能力为目标
的原则 ， 能有效提高物理教
学质量。

□ 市八中 吴青敏□ 市七中 翟俊霞

“当老师的你 ，生命中会遇
到很多个学生 ， 每一个学生对
你而言 ， 只不过是众多学生中
的一个 。 然而 ，对于学生来说 ，
你却是他生命中遇到的有限的

老师 ， 你将是开启他万千世界
的人 ，若爱 ，请深爱 ；若教 ，请全
力以赴。 ” 我再次读到这句话，
已是五年级最后一次开家长会

了。
在别人眼里，五年的时间说

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 在我眼
中，仅仅是一眨眼的工夫。 昨天
的他们还是一张张稚嫩的小脸，
今天的他们有的身高已经远远

超过了我 ； 昨天的他们张嘴一
笑 ，露出小豁牙 ，今天的他们已
变成俊男、靓女……

五年时间，我教给孩子们些
什么？ 五年教育，在孩子们的生
命中会留下些怎样的痕迹？ 教育
的价值何在？ 学生的发展何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 砥砺前
行”。作为教师，要不忘教育初心，
坚持立德树人。 “让每一个孩子做
最好的自己”是我的教育梦想。

你不能做大树， 就做小草；
不能做牡丹 ， 就做路边的小野
菊；不能做大海，就做小溪；不能
做太阳， 就做星辰。 总而言之，
“尽最大的努力 ， 做最好的自
己。 ”这是我常对孩子们说的一
句话。

做最好的自己

不和别人比 只和自己比

“你今天的学习是不是比昨
天更认真 ？ 今天的听讲是不是
比昨天更聚精会神 ？ 今天和同
学的关系是不是比昨天更融

洽 ？ 今天的智慧是不是比昨天
更丰富？ ……今天的自己和昨天
的自己比 ，坚持不懈 ，我们就会
向最好的自己不断靠近。 只要你
今天比昨天有进步，老师就为你
骄傲。 ”我是这样要求学生的。 在
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也是这样评
价孩子的。

于是，我眼中的那个多动的
孩子慢慢地变得安静了，那个顽
皮的孩子慢慢地书写规矩了，那
个懦弱的孩子变得自信了……
教育的价值在于孩子的成长。 只
因我是帮孩子开启他万千世界

的引路人。
做最好的自己

做一个受欢迎的人

入学第一天，我早早地站在

教室门口迎接每一个孩子， 向每
一个孩子打招呼。 我想用自己的
言行， 让孩子们感受到礼仪的重
要性。

于是， 校园里随处可见孩子
们弯腰主动捡拾垃圾的身影，教师
耳畔常常响起孩子们主动问好的

声音。 看到孩子们团结协作的身
影， 看到孩子们轻声地上下楼梯，
看到孩子们愉快地玩耍……我欣
慰地笑了。教育的价值在于提升孩
子的素养， 让他们成为文明的人，
成为受欢迎的人。 只因我是教师，
为人师表，教就是做给他们看。

做最好的自己

做一个爱读书的人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
能致远”，喜爱阅读的孩子会走得
更远。童年是人生的起步阶段，童
年的阅读经验往往构成一个人生

命的底色。作为语文教师的我，喜
欢阅读，坚持阅读与写作。我希望
我的学生， 也都能做一个热爱阅
读的孩子。 我愿意尽我所能做孩
子读书的引领者， 用我的耐心和
知识去点燃孩子阅读的兴趣。

于是，我们班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读书活动， 同读一本书、 好书推
荐、读书经验交流会、书香漂流……
我们组建读书社团， 交流读书心
得， 于是孩子们的世界因书而精
彩。在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孩子
们感受到《三国演义》《水浒传》中
人物的英雄豪气； 在如歌如画的
唐诗宋词中， 孩子们领略到枫桥
的钟声、 大漠的孤烟……通过一
本本书， 孩子们触摸到了中华五
千年的文明脉搏， 感受到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魅力， 爱读书的孩子
最美。只因我是教师，我要为孩子
点燃阅读的心灯。

我喜欢将我的学生称为 “孩
子”， 他们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
样。 那些让我欢喜让我忧的孩子
们，在你们的求学生涯中，我将是
教你们时间最长的一名教师。 五
年的光阴， 对一个人的一生是何
等重要。我时刻警醒自己：教育的
价值何在？ 学生的成长何在？

只因我是帮孩子开启他万千

世界的引路人。所以，我告诫自己
若爱，请深爱；若教，请全力以赴。

若爱 请深爱
若教 请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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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课堂上学生上厕所的问

题， 这是一个听起来略显尴尬，
又不可避免发生的情况。 有时我
讲得兴致勃勃，要请学生回答问
题 ，准备好好地指导时 ，没想到
一名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想
上厕所。 ”我想大家都曾对这种
情况哭笑不得。

如何在课堂上区分学生是

想要上厕所而不是回答问题？ 如
何能迅速地关注到学生的需求

而又不扰乱自己的授课节奏？
我经常见到课堂上有教师

以左 、 右手来区分学生会与不
会，以便提高学生课堂回答问题
的积极性，树立他们学习的自信
心。 试想，若将此方法运用到这
个问题上，偌大的教室里诸多学
生举手时如一片小树林般，即使
教师是火眼金睛，也很难快速发
现情况。 我左思右想，终于有了
办法。

平时我们班里规定学生回

答问题时统一举左手 ， 要求左
手掌舒展 ，五指并拢 ；学生若是
无法忍耐 ，需要立刻上厕所时 ，

则可以举起右手比一个 OK的

手势。 这样一来，学生的需求我
一目了然，也非常容易分辨。 我
选择这个手势，也是结合了学生
的心理发展特点。上厕所是每个
人的正常生理需求 ， 不必难以
启齿 ， 学生可以大大方方地举
手。

学生做出这个手势后，教师
看向学生，和他对视后，眼神向门
口的位置一斜，就表示教师同意
了他的请求。 学生即可离开座位
向后走，尽量绕开同学们的座位
走至外圈，离开教室，前往厕所，
以免打扰到听课的同学，然后同
样再沿外圈原路返回。

我宣布办法后，带领学生们
试了几遍，不仅有表示需要上厕
所的手势，还有上厕所的路线，学
生们既觉得新鲜有趣，也学得很
快、记得牢。

从此，课堂上不再有尴尬的
答非所问。学生们对于生理需要，
也不再不好意思表达，其余学生
的课堂也不会受到打扰，可谓一
举多得。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

础的自然科学，重视 、加强实
验教学能促使学生主动地学

习， 从而使他们切实掌握化
学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深入理解物质的组成 、结
构、 性质及变化之间的辩证
关系。 在实验教学中，学生的
观察、思维、创新能力会得到
充分的发展 。 我们教师更要
重视做好演示实验 ， 因为它
可以给学生生动 、 鲜明而深
刻的印象，对学生的观察 、思
维能力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

的作用 ， 是学生获取化学知
识的重要途径 。 课本中的一
些演示实验 ， 我们可以做一
些改进 ， 以达到更好的教学
效果 。 对于初中化学演示实
验的教学改进 ， 我做了如下
尝试。

设计显著实验

提高现象的可见度

在教学中， 我们会遇到这
样的问题：一些演示实验现象

不明显，不利于学生的观察认
知。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是摆
在我们教师面前的一项任务。
如学习 《金属与金属矿物》一
课时，课本上要求将铁钉放入
硫酸铜溶液中，它们发生反应
后，铁钉表面覆盖着一层红色
物质 ， 溶液颜色变化并不明
显。 于是，我改用表面皿，先滴
入几滴硫酸铜溶液，再放入几
根细铁丝，铁和硫酸铜溶液反
应后，能明显地看到表面皿中
溶液颜色的变化，试验效果很
好。

补充演示实验

融化知识点

当讲解纯理论知识点时，
教师光凭空洞说教 ， 学生往
往是难以接受的 ， 这就要求
教师适当地补做一些演示实

验，调动学生的形象思维 ，以
达到对知识的理解 。 在实验
室制取二氧化碳时 ， 我是以
大理石或石灰石为原料与稀

盐酸反应制取的。 那么，为什

么不能用稀硫酸代替稀盐酸

呢 ？ 为什么不能用碳酸钠代
替大理石或石灰石呢 ？ 为了
让学生理解并掌握这部分知

识，我补充了下面两个实验 ：
一是用大理石和稀硫酸反

应 ， 刚开始时 ， 反应进行很
快 ，但反应一段时间后，由于
微溶于水的硫酸钙不断生成，
附着在大理石的表面，使大理
石无法接触到稀硫酸，反应逐
渐停止，没有气泡产生 ；二是
用碳酸钠与稀盐酸反应，它们
反应速度过快，反应物一会儿
就反应完了，产生的气体学生
根本来不及收集。学生通过自
己动手做实验， 观察现象、讨
论反思，找出最佳方法 ，有助
于学生记住结论 ， 巩固所学
知识。

总而言之，教师要精心设
计实验教学过程，力求把每一
个实验设计都能做到改之有

效，使整个实验过程充满启发
性、思考性。

巧解尴尬小妙招
□ 市实验小学 杨文娟

我的字母情结
□ 市一中 闫超英

初中化学演示实验的教学改进尝试
□ 市八中 丁亚东

毛毛虫说

6年前， 我走上了教师这个
工作岗位，这 6年的时间我经历
了人生中无数个第一次。 正是这
无数个第一次，让我拥有了爱心
与责任心，让我收获了快乐与感
动。

作为一名英语教师，我每天
都要围着 26个字母转。 在这 26
个字母中，我特别偏爱下面几个
字母，因为这几个字母对我意义
非凡。
E是 love爱。 这是一切的动

力和源泉。 教师是爱的职业，从
事的是爱的教育。 我爱班里的每
一个孩子： 成绩优异的孩子，我
爱他们的奋斗拼搏、 勇往直前；
调皮淘气的孩子，我爱他们的古
灵精怪 、花样百出 ；外向活泼的
孩子， 我爱他们的落落大方、自
信满满 ；内向安静的孩子 ，我爱
他们的内敛沉稳 、 善解人意 。
爱———一个都不能少。

E还是 empathy同理心。 依
据埃里克森人格发展论,自我同

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是发生

在青春期 12～18岁， 这个时期
的孩子特别在意自己在别人眼

中的形象，以及他在社会集体中
所占的情感位置。 作为教师，不
能只关注孩子的成绩，还要帮助
他们培养一个健全健康的人格。
所以 ，在跟孩子们相处时 ，我经
常想着两句话，那就是：“假如我
是孩子 ” “假如他们是我的孩
子”。 就是这样的情感使我对孩
子少了一份埋怨 ， 多了一份宽
容 ；少了一份苛求 ，多了一份理
解。
P是 patience耐心。 作为教

师， 给孩子讲解知识需要耐心，
解答孩子提出的问题也需要耐

心。作为班主任，琐细而繁重的班
级日常管理更需要耐心。 在班主
任工作当中， 我深知引导和转化
后进生的工作有多么的艰巨。 我
的班里有一个性格内向的女生，
心理负担很重，跟家人关系紧张，
在学校也不善言谈。 我跟她谈了
几次， 总觉得没有起到很好的效
果。 于是，我开始从侧面观察，跟
各科教师了解情况， 看了她的作
业， 发现她对理科表现出极大的
兴趣。初三新开了物理和化学，我
就开始从学科入手， 无论在班会
课还是平时， 我都在班里表扬她
的物理天赋和成绩， 选她当物理
课代表， 跟别的孩子说有了不会
的题先问她。 她慢慢变得开朗起
来，学习更加积极，物理考试几乎
都是满分。 物理给她带来了自信
和快乐。我又趁热打铁，耐心指导
她以物理带动其他学科的学习，
她的英语成绩从曾经的不及格，
到现在的 90多分，班级排名从之
前的 40多名到现在的 10多名。
耐心，让我看到了奇迹的发生。
P还是 perseverance坚持不

懈。荀子说过：“锲而舍之，朽木不
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通往成
功的道路注定是荆棘丛生的。 没
有坚持的精神， 如何能一路披荆
斩棘，克服重重困难，最终获得成
功。 《滴水穿石》《铁杵磨成针》的
故事人尽皆知， 但只有真正理解
这些故事中所蕴含的坚持精神的

人，才能够获得成功。
爱 、耐心 、同理心 、坚持不

懈……这么多词语汇聚在一起，
铸就了教师之魂。一切为了孩子，
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
我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
无怨无悔。

浅谈迷你小实验在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一招鲜

教学札记教育教学

浅谈初中教学中的低成本物理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