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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初中物理新课改 中，要 求 农 村 初 中 物 理 教 学 展

开科学探究式教学实 践 活 动，这 种 教 学 模 式 更 注 重 过 程，可

以确保学生在科学探 究 过 程 中，进 一 步 培 养 学 习 的 兴 趣，激

励学生学习 自 主 性， 进 而 使 学 生 的 物 理 学 习 能 力 得 到 有 效

的提高。 结合教学实践，对于科学探究教学在农村初中物理

教学环节的现状予以分析，以期为我国农村初中物理教学提

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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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 传统的教育观念及手段都

得到了较大的变化。对于农村初中物理而言，除了学习基本的

物理知识与技能之外， 还要在科学探究环节进一步针对问题

培养分析与解决的基本能力，从而有效领悟科学精神。
一、农村初中物理教学中科学探究教学模式分析

对于农村初中而言， 物理学无论是建立概念还是发现规

律，都要基于一定的实验事实为基础。故而在课堂教学中有效

创设一定的情境， 从而将教学过程进一步演变成为一种模拟

科研过程，并且在中学教师引导下，确保农村初中学生可以正

确地面对各类型现象，从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在这一过

程中，学会处理及分析与问题相关的资料、数据、现象，从而成

为物理科学知识的发现者及探究者， 提升农村初中生在实际

生活中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科学探究教学基本特征分析

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 科学探究教学可以有效呈现出素

质教育课堂教学的基本性特征，其主要特征为：
第一，教学过程中的主体性，主要指的是在教学环节一定

要突出学生的主体性， 从而使得每一个农村学生都可以在科

学探究中获得较为丰富的经验。
第二，学习探究的主动性，探究性教学指的是基于教师激

励引导下，学生主动参与探究与教学的过程，通过自主思考，
发现问题，获得知识。

第三，信息交流的广泛性，对于探究性教学而言，通过师

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信息传递，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交流，确

保每一个学生都可以获得机会锻炼自己， 从而提高学习探究

兴趣。
第四，师生关系的平等性，在探究性物理教学中，学生学

习过程唯有和教师形成一种平等互助的关系， 才可以确保学

生毫无压力地学习。
三、农村初中物理科学探究教学现状实证分析

（一）提出问题

物理属于自然科学， 之前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属于一种

探究。在探究环节，首先要求每个学生都能从各种不同现象中

发现并提出问题，尤其是对于农村初中学生来说，教师要善于

创建各类型情景，提出各类问题，从而引发学生好奇心，引导

其积极思索、探究知识的欲望。 比如“物体沉浮”一课，教师可

以展示一个实验：将材质不同的小球投入水中，有的下沉，有

的悬浮，有的上浮，由此学生会提出各种问题，如“物体沉浮到

底是由什么决定的”，从而引发学生进一步深入探究，使课堂

通过探究逐渐活跃起来。
（二）鼓励学生进行猜想和假设

对于科学探究活动来说， 猜想和假设都是其最为重要的

组成，对于初中物理教学而言，培养学生猜想和假设的能力是

提高农村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方式， 在科学探究环节鼓励学

生猜想，除了可以激发学生好奇心之外，还能够促进学生进一

步深入探究。比如“压强”一节，针对压力效果与影响因素之间

的分析，经过猜想和假设，学生可以基于生活经验及所学知识

提出关于物体材料、硬度、力的大小等各类猜想，通过猜想和

假设，就可以使得学生掌握有理有据的初中物理学习方式。
（三）引导学生制定探究方案

在一个探究性实验中，经常会用到各类型的科学方法，比

如归纳、控制变量等，这些方法都可以被用在物理教学中，从

而引发学生来验证其假设，进一步促进学生动脑、动手。 比如

在研究“与滑动摩擦力相关的影响因素”教学中，教师要引导

学生基于自己假设设计实验，制订方案，动手探究，从而确保

学生的思维可以不受教师及课本束缚， 进一步掌握自主学习

的能力。
（四）指导学生分析论证

由于学生在实验环节会存在各类型问题，甚至会犯错，故

而物理教师一定要做好引导，注重培养学生踏实、认真、严密

的动手能力，尤其在分析论证环节，要指导学生紧扣过程，别

急于得出结论。比如在“凸透镜成像”实验中，要引导学生学会

观察，并且要观察物距后像的改变和像距之间存在的规律，从

而引导学生一边进行实验， 一边分析结果， 使结论更具公正

性。 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鼓励他

们提出不同的看法及见解，从而使学生具备敢于质疑的能力，
从而使科学探究更为严谨。

（五）激励学生交流合作

学生之间通过讨论、交流，可以取长补短。 教师要做好组

织工作， 确保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通过交流收获更多的有效信

息。在解决问题环节，如果发现自己的结果与正确结论之间存

在差异时，教师要正确引导学生通过交流解决实际问题，从而

一点一点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总之，在物理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放手让学生自己探究，

相信每一个学生的能力，大胆创新，认真研究，从而将探究科

学教学模式更好地应用在农村初中物理教学环节， 并获得较

为优异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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