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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是高中物理教学的核心和灵魂，对学生物理课程的学习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在高中阶段的教学活动中，教师要结合这门学科

的特点展开实验教学，让物理知识的学习变得更加直观具体，增强物理教学的实效性。而且，教师也要适当调节教学活动，不断完善教学环

节，让教学活动可以顺利开展，适应现代化教育体系的发展。基于此，本文就从在实验中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探究能力、创新创造能力几个

方面论述了高中物理课程与实验教学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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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高中物理教学也逐渐转变教学模式，不断顺

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高中物理要以更新的教学理念和教

学方法展开与时俱进的教学工作，突出物理教学的先进性和科学性。理

论和实验是组成物理学 基本的两个部分，在新课标的改革背景下，要

求高中物理教学要帮助学生深化理解理论知识的同时养成勤于思考的习

惯，提高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这也就决定了教师的教学活动要根据新

课标的要求不断完善，加强物理概念和实验教学的有机结合，进一步确

保教学活动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1 在实验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传统的物理实验课堂中，教师总是习惯在学生动手操作之前为学

生讲解与实验相关的理论知识，引导学生在对这些知识透彻理解的基础

上完成实验操作。这样的教学活动具有明显的缺陷，让学生提前有了“剧

透”的感觉，在做实验中明知道会产生何种现象，很难调动学生的求知

欲和学习兴趣。为此，教师就要有效改变这种先入为主的教学模式，让

学生可以在实验中获得更多的启发，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比如在学习高中物理《探究小车速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一课时，

教师要先让学生进行基础的实验学习，之后再根据学生实验学习的情况

讲解理论知识。在课堂上教室可以先根据实验的需要为学生准备好打点

计时器、纸带、带轮滑的长木板、小车刻度尺、低压交流电源、导线、

钩码等多种实验仪器。接下来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解读教材中的实验步

骤，先熟悉整个实验过程。当学生对实验步骤有了基础的了解之后，教

师要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展开实验操作练习，由一个人负责组装整个

实验的仪器、在实验操作的过程中，由一人负责记录小车划过打点计时

器的位置，另外一人负责完成小车运动轨迹的操作，让每个人都有更明

显的分工，积极参与到实验学习活动中。这样一来，学生就可以明白这

个实验的原理，有效理解物体运动加速度的相关概念，帮助学生在自主

实验的过程中掌握基础的理论知识，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效率，在实验

学习活动中展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物理实验学习的兴趣和积

极性。 

2 在实验中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借助实验教学增强学生的探究能力是目前新课标对高中物理提出的

教学新要求，教师要积极响应新课标改革的要求，在实验中放手让学生

进行实验学习，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把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作为教

学的首要目标。同时，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在学生探究的基础上

帮助学生化解疑惑，纠正学生的学习思路，更好地展现实验教学的积极

意义。 

比如，在学习高中物理《机械能守恒定律》一课时，教师要在课堂

上以问题的形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提出问题，在

实验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有效证明机械能的守恒，在学习的过

程中就会涉及到多个物理实验，要求学生在实验中总结实验现象，整理

实验原理，让实验教学有据可依。在课堂上，教师可以提出：“侧重锤的

质量是否需要进行测量？怎样才能让空气阻力不发生变化？”这两个问

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让学生带着问题设计实验过程，自主探究实验操

作步骤和实验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教学活动就完成了角色的转变，让

学生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究，而教师在学生进行实验操作过程中，要

在课堂上进行巡视，观察学生的实验操作过程，对于学生出现的一些错

误操作给出一些更科学的指导意见，让学生可以有效探索新知识，提高

学生自主探究学习的效率。 

3 在实验中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 

创新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开展物理实验教学也是培养学生

创新创造能力的主要途径。在课堂上，教师要把各个阶段的教学目标加

入教学计划中，让学生可以在理论知识的学习上进行实验创新，进一步

完善实验教学环节，突显物理实验教学的效果。 

比如，在学习高中物理《牛顿第二定律》一课时，在以往的教学中

一般采用对比实验学习法，但是这种实验方式往往会因为在数据采集过

程中容易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出现实验误差和实验失败的现象。这时

候，教师就要引导学生在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对实验过程进行创新，

引导学生借助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搜集数据资料，把各种测量软件运用到

实验教学中，进一步改进物理实验手法，激发学生的创新创造意识。同

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大胆思考，想出完善实验操作的点子，鼓励学生

根据自己思考出的方法进行实验操作，改进实验环节，减少实验误差，

提高学生实验学习的效率。 

在社会快速发展和教育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高中阶段的教学也

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高中物理教学中，教师也要与时俱进，

加强物理理论教学与实验的有机结合，突出实验教学的实效性，进一步

帮助学生提高物理学习技能，推动物理教学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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