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物理学科作为初中教育体系重要组成内容，该学

科中涉及很多抽象性知识内容，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提出较

高要求。而在实际教学中，采用良好的课堂提问技巧和方法，

可以极大增强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引导学生朝着正确方向

思考和探究，对提升初中物理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也能够起

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基于此，对初中物理课堂提问技巧和方法

展开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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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物理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 在实际教

学中仅仅依赖于教学方案和教学目标开展教学， 无法从根本

上促使教学效果提升。而掌握有效课堂提问技巧和方法，则可

以有效辅助物理课堂教学，引发学生积极思考，并准确理解和

掌握教师课堂所教授知识， 最终发挥提升初中物理课堂教学

有效性的作用。
一、课堂提问应当新颖和有趣

初中阶段学生认知能力发展还不够成熟， 自我控制能力

也还有待提升，玩心比较重。教师就可以将学生这些特点有效

利用起来，通过有趣的内容和物理教学有效结合起来，进而让

学生充分感受到物理学科的趣味性， 在玩中把握课堂教学主

要知识内容。 例如，在教学“声音的特性”时，为让学生更好地

理解声音音调与物体振动存在密切关系， 教师就可以借助钢

锯条开展实验，通过将钢锯条分别以 1/5、1/2 伸出书桌外，然

后使其振动发声。 在开展实验之前，教师可以提出问题：钢锯

条伸出书桌外长短不一时，振动快慢情况如何？发声有什么特

点？ 教师可以让学生先做出猜想，然后仔细观察教师实验，再

由学生自己进行实验，观察所得结果是否与自己猜想一致。最

后学生知道钢锯条伸出长度为 1/5 时，振动的速度最快，发出

的声音也最高。 在 1/2 时振动速度最慢，声音也最低，最终学

生得到结论：物体振动越快，所发出声音音调就越高。 通过这

一方式，我们不仅可以让学生充分体验到物理学习有趣性，并

在亲身实验过程中思考和分析问题，并得出正确结论。
二、课堂提问要有层次性和梯度性

每一位学生知识储备、思维能力等存在一定差异，针对相

同问题学生思考、分析的角度也会有所不同，最终所得结果也

存在差异。 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堂提问环节将设计问题变得具

有层次性和梯度性，并借助由简到难方式，引导学生从简单问

题思考逐步过渡到重难点问题。此外，实际应用中教师也要对

学生物理实际学习情况进行有效把握， 并有针对性地提问不

同层次学生， 使得每一位学生在学习后都能够回答至少一个

问题。例如，在教学“串、并联电路中电压规律”时，教师就可以

就全体同学提出启发性问题，如：什么是串联电路、并联电路？
电压的单位是什么？ 这些问题学生只需要认真观看课本就能

够回答，串联电路是几个导体逐个顺次连接的电路；并联电路

是几个导体并列连接的电路；电压单位为伏特。然后教师可以

借助现代多媒体教学， 向学生播放几种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

常用的家用并联电路。这时候教师就可以向学生出示小彩灯，
将其接入到实验室电路中， 这时候需要注意引导学生观察小

彩灯是运用串联方式，然后提出问题：为什么小彩灯不能够像

家用电器一样以并联的方式在电路中体现？ 学生通过对这一

问题分析以后， 就可以知道彩灯与家用电器所需要的电压不

同，进而引导学生探究串联和并联电路电压规律，最后运用猜

想、假设、实验方式引导学生思考和掌握串联、并联电路与电

压存在的关系。
三、课堂提出问题要有目的性

物理课堂中提出问题不仅要针对课堂教学重难点知识，
还需要针对具体的教学内容， 使得所提出的问题都具有明确

的目的。 例如，在对学生开展热学教学时，学生经常会将温度

和热量相混淆。这时候为让学生准确划分温度和热量，教师在

课堂上就可以向学 生 提 出 问 题：“为 什 么 温 度 不 能 够 进 行 传

递，但是热量却可以？”学生通过思考和回答这一问题，就可以

准确划分三者区别，热量是一种能量，作为内能只有大小没有

方向，温度则表示物体内部分子进行热运动的剧烈程度，温度

作为一种标志不能够进行传递，热量则可以。
四、联系生活实际提问

结合生活实际进行课堂提问， 可以强化学生问题解决意

识和能力。在实际物理教学中，教师所设计的物理问题应当与

学生实际生活相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够引发学生共鸣，激发学

生参与和思考积极性，并联系生活实践找出问题解决方法。例

如，在教学“生活中的透镜”时，教师就可以借助生活中常见的

照相机、投影仪、放大镜等开展教学，并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学

生知道照相机、投影仪等成像特点。这时候教师可以通过模拟

照相机，让学生在脑海中形成透镜成像认识。在的课堂之初教

师可以提出问题，如：照相机镜头相当于我们学习过的什么？
照相机原理是什么？物体在照相机中成什么像？由于学生对照

相机比较熟悉， 因此在经过认真观察物体构造和基本使用方

法以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制模拟照相机观察景物，然后将

所得结果进行记录。最后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生活中透镜

的探究，得出照相机像成倒立、缩小实像；投影仪成倒立、放大

实像；放大镜成正立、放大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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