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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初中物理深度学习教学探索
庞彬竹

（四川省达州中学，四川　达州　635000）

摘　要：深度学习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关键在于引导学生开展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究，结合以往掌
握的知识与经验提高教学质量，达到对学生综合能力及素质素养的双重培养的目的。教师需要转换自己的教学观念，采用深度
学习的方式促使学生的综合能力获得提升。为此，笔者将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基于深度学习的初中物理教学实践进行分析，
供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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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初中阶段物理教材包含的内容有着声、光、电等，确实需

要学生具备较强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而以往的授课方式通

常十分枯燥与乏味，不仅无法调动他们的兴趣，还会让其产生

一定的反感和厌恶情绪。因此，教师就需要借助有效的方式让

学生进行深度学习，让他们掌握更多的物理知识。

1　创设良好情境，激发学生深度学习的兴趣
物理是一门有着较强实践性、操作性、体验性的课程，创

设良好的实验情境就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对知识的渴望，还可以

更好地开展课堂教学。新课程标准下，学生综合能力的增强早

已变成教师开展物理教学的重点内容，而巧妙创设教学情境则

有助于激起学生的探究欲望，且还可以对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进

行一定的培养，确实对授课效果和授课质量的提升具有较大的

帮助作用。所以，教师就需要在物理课堂上创设真实的教学情

境，营造活跃放松的氛围，让学生可以在此种良好的氛围中更

加积极主动地学习物理知识，实现一举多得的效果[1]。

2　拓展实验内容，培养学生深度探究的热情
拓展实验内容能够将课内探究和课外探究实现有效整

合，还可以为学生提供越来越多的实践操作机会，让他们亲身

感受科学研究的过程，体会到物理课程的魅力，增强他们的操

作能力，进而让学生对深度探究产生强烈的探究欲望。因此，

教师可按照授课内容开展一些富有趣味性的课外活动，让学

生可以在实践活动中感受到研究人员发明创造的艰难困苦，磨

炼他们形成良好的意志和信念，促使其产生一定的自主探究、

自主学习的意识。比如，组建课外兴趣小组，让学生到野外活

动；开展青少年科普讲座；举办“小小发明家”活动等，以此拓

宽学生的眼界，让他们进行深度学习，真正在掌握教师所讲解

的物理知识的同时，能够收获到其余的爱好与兴趣[2]。

大部分物理实验过程都十分短暂，转瞬即逝，只要学生没

有做出细致认真的观察，就无法看出问题的实质，也不能达成

最终的实验目标。而教师利用多媒体对实验过程进行模拟，就

可以用更加直观、具体、鲜明的呈现方式与较强的模拟作用，

补充某部分普通实验所无法呈现的情境，模拟物理教师不能开

展的实验，还可以重复展示出实验的整个环节，将物理现象完

整地挪到课堂上，让学生更加容易地理解知识、掌握知识，让

他们在此种环节中进行深度思考，明确所有的知识要点。

除此之外，在初中阶段开展物理教学的环节中，教师还能

够适当添加或者完善某部分演示实验，有利于对学生的思维进

行拓展，深化他们对物理知识、物理概念、物理规律的理解，

培养其强烈的深度探究热情。比如，在讲解“液体内部压强”

的有关知识时，教师要根据液体内部的压强是由液体重力引

起，但是却和重力、体积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联系这一重难点

问题去开展演示实验。然后引导学生详细认真地观看整个实验

的过程，在学生提出“水的重力、体积一样，但是橡皮膜突出

程度不一样”的理论以后，教师则要再次对实验进行调整，减

少水的具体深度，让学生进行二次观察，直到学生能够明确此

次实验的概念、本质和意义为止。如此一来，能够深化学生的

理解，还能够让他们产生深度探究的浓厚欲望[3]。

3　引领感悟反思，实现学生思维的不断升华
学生所拥有的对现实生活的认知，通常是属于“表象”的

认知，而这部分表象认知一般情况下都是错误的。比如，在讲

解“物体的浮与沉”相关知识时，教师就可以提出问题：“一

个薄薄的铁片放置在水中会出现下沉的现象还是上浮的现象

呢？”然后借助多媒体设备呈现出轮船在海面上不断航行的视

频，以此让学生产生怀疑：浮力能够撑起用万吨钢铁制造出的

轮船，为什么无法撑起一个薄薄的铁片呢？在学生认真思考的

时候，教师就要再次提问：“将鸡蛋放进水中是会出现上浮还

是下沉呢？”只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生活经验，就必定会回答出

“下沉”，此时，教师就应该呈现出将鸡蛋放进密度不一致的

“盐水”中的情境，让学生认真观察其会出现上浮还是下沉[4]。

教师再借助这部分认知上的冲突引发学生进行深度的反思，归

纳出物体会在怎样的条件下产生浮沉，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

同时，让其掌握课堂知识。

4　结语
总之，若想激发学生对物理的学习兴趣，培养其形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能够在后续的课堂上更加积极主动地

进行深度学习，教师就一定要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拓展实验

内容，引领学生进行感悟反思，开阔学生的眼界，拓展学生的

思维，切实让学生的综合能力不断提升，为后期的学习打下坚

实的基础和创造更加良好的学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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