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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教学”是从研究学生心理着眼 ，从积极创设学生 

学习的最佳心理状态着手，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一种 

启发式教学。赞可夫说 ：“教学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绪和意 

志领域，触及学生的精神需要，这种教学法就能发挥高度有 

效的作用”。而情境教学法正是这种触及学生情绪和精神领 

域，创设一种“认识冲突”的情境教学方法，凡是当过教师的 

人都深有体会，在教学过程中，若能创设一种生动活泼，引 

人人胜的情境，学生强烈渴求知识的欲望便油然而生，他们 

就会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探索问题，寻求知识目标，用 

自己潜藏的内在动力去突破难点，从而取得更好的进步。在 

物理教学中要创设这种最佳情境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 

工作。 
一

、结合生活经验创设教学情境 

这类物理情境很好地贯彻“从生活走向物理”，体现生活 

处处是物理，物理就在我们身边。根据学生 日常接触到或已 

积累的生活经验来创设物理情境，能很好地引起学生的共 

鸣，激起学生的思考。比如我在上“光的反射”这一节内容时， 

就以下面的情境为设 ：一个初春的月晚，一阵大雨过后，月 

光明媚，小东和小明(上课时最好用本班学生的真实姓名，这 

样可适当地提高学生兴趣)两人迎着月光相约来到村外散 

步，边走边谈，回家时两人的裤子都被路上的积水弄湿弄 

脏。请问，如果你是小东或小明，你如何判断路上哪里有积 

水，使自己不至于踩到呢?接着学生就议论纷纷，有的说凭 

着对路较熟；有的说出去时迎着月光，路面上较亮的地方有 

积水，回来时却是较暗的地方有积水 ；有的说⋯⋯。于是我 

们就可借助学生的回答，稍作提示 ：积水的地方可看作镜面， 

并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看课本 ，并对刚才的回答做出分析，从 

而自然地导入新课。如果你的学校有条件用上多媒体，我建 

议你多花点时间，把上述的情境编成课件效果会更好。 

二、利用故事创设教学情境 

这类情境往往是结合侦探小说来完成，创设时应最大 

限度地使故事的情节能给学生带来一种神秘感，给学生一 

种莫大兴趣，并能与物理知识很好的联系起来。比如我在上 

凸透镜这一节时，根据一道题 目编造 了如下一个故事 ：有一 

天一个村里的一间旧砖瓦屋里面的稻草发生火灾，并累及 

隔壁且烧伤了人，隔壁以为是人为，因此报了警。后来经过 

多方取证和调查排除了人为等许多因素，警方一时无法破 

案。时隔几天，有一位警员再次来到现场，突然发现屋顶上有 
一 破洞且留有烧焦的薄膜，又联想到案发前两天刚下过雨 ， 

且这几天阳光灿烂 ，他大胆地猜测可能与此有关，后来经过 

多方详细调查，终于他的猜想被证明是正确的。此时同学们 

已完全被这一结果所迷惑，并急于想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就 

先让一些同学来发表自己的见解。本人上课时，没有学生能 

说出答案，且纷纷急于要我讲出结果，于是我抓住这有利的 

时机，稍作提示：火灾前屋顶的小洞是用一透明的薄膜盖 

住，下雨后薄膜上积水，这就相当一个凸透镜，现请同学们 

通过看课本来回答，这样课让学生身处案件的侦破过程中， 

精神高度集中，主动性强，把整个知识学习教给学生。同时 

又能让学生感觉到学以致用，增强对知识的求知欲和取得成 

功的美的享受，何乐而不为呢?在这类情境中，我们还可以 

用物理学家发现一些定律的精彩 

故事为情境，也能起到很好的教 

学效果。 

三、通过学科渗透创设教学 

情境 

物理学科中的很多知识和方 

法与其它科 目是紧密相关的，特 

别是在新一轮课程教学改革中， 

进行跨学科渗透教学是其中一项 

要求。近几年来各地中考也相继 

出现了大量的类似题 目，比如写 

出下面成语所包含的物理知识 ： 

立竿见影、刻舟求剑、一叶障 目、 

不见泰山，体现语文与物理的结 

合。还有体育中的物理泡括不少 

体育器材 、一些运动项 目等)、交 

通中物理知识等。对于类似的题 

目，如果我们平常教学中注意积 

累，并在一些合适的地方把其当 

作物理情境来创设，也是能够取 

得相当不错的效果。比如我曾用 

苏教版七年级生物的眼睛为物理 

情境引入八年级“神奇的眼睛”这 
一 节。这类情境能够给学生以横 

向思维的空间，．从而达到物理无 

处不在的印象，较大限度地引起 。 

学生的兴趣并增强对物理的认同感。 

四、借助小实验创设教学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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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类为情境往往能以用较短的时间、用一些简单的 

器材就能完成实验并产生奇特的、出乎意料的现象。如我在 

进行大气压强教学时，将课本中演示大气压存在实验的玻 

璃杯装满水用纸片盖住，倒置过来水不流出来的纸片改成 

用针扎许多小洞，重做上述实验水也不流出来，让每个学生 

自己动手做，他们做得那么认真，观察得那么仔细，听老师 

解释原因是那么如神。如纸锅绕水、瓶吞鸡蛋、气球提杯 、水 

火箭、细线割冰、能浮在水面的硬币等，这样一来学生通过 

动手、动脑、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学习物理的求知欲也更 

强了，真正达到玩物益智的目的，特别是原来一些基础差的 

学生也喜欢学物理了。 

教学实践证明，精心创设教学情境 ，能够激发起学生认 

知的内驱力 ，培养学生的求知欲望，促进学生思维进人最佳 

状态 ，使学生学的有趣 、有效，并在充分 自信 的心境下获得 

成功。情境创设，内容丰富多彩，课堂气氛一定会生动活泼， 

从而既能提高了教学效果，又能培养了学生的能力。我们在 

平常的教学中应多创设一些好的物理情境，来不断地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别让学生从我们的物理走开 ，因为物理是 

非常有趣的，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然我们不能一味地 

追求所谓的单纯为了“兴趣”而“兴趣”的情境，而应是在兴趣 

之中隐藏着丰富的知识营养和科学精神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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