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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教材资源的创造性应用 
教材资源的创造性应用主要指的是教师结合本

地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和学习

实际对教材内容进行灵活处理，及时调整教学活动，

形成有教师教学个性的教材知识。具体实施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 适当的补充或调整教材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对教材的内容范围进

行适当的补充，使之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能力、贴

近学生的实际生活。一些教材中，会出现教学活动

的难度相对过高或过低的现象。教师可以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增加几个准备性或提示性的活动步骤，

或者对这个活动进行拓展延伸。在对教材进行适当

补充时，教师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教材的内容进

行适当的取舍。 
例如，在学习《液体的压强》一节时，“探究影

响液体内部压强大小的因素”的活动可以改进为：

再增加一个易拉罐，在同一深度处，在不同的方向

上钻大小相同的几个小孔。让水从等深的小孔中射

出，观察到射出的距离基本相同，由此说明液体向

各个方向都有压强，且在同一深度压强相等。 
在“探究凸透镜成像规律”一课中，教材给出

的数据表格设计如表 1。 

表 1 

像的性质 实验次数 物距 u / cm 像距 v / cm
1   

倒立、等大的像 
2   

 
 

 
 

  

通过实践教学发现，学生在这样的表格指导下

做实验，时常会产生盲目性。他们会随意地移动发

光灯和光屏，当观察到像时，就读出物距和像距，

将得到的数据填入到与此时像的性质相对应的空格

中。由于学生每次寻找像的过程都是彼此孤立的，

实验结束后，他们就很难从自己的实验中总结出凸

透镜的成像规律。 
我们在设计教案的时候稍作一点改动，要求学

生自己设计出实验表格，并希望他们可以设计出类

似表 2 的表格。 

表 2 

实验次数 焦距 f / cm 物距 u / cm 像距 v / cm 像的性质

1     
2 

 
    

这样，当学生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依次地

改变物距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连贯的像的变化

过程。不仅可以很容易总结出凸透镜的成像规律，

观察仔细的学生还能够观察到像的大小与物距的大

小的关系。 
2. 改变教学方法 
由于客观条件的差异、学生现有水平的差异以

及教学实际情况的差异，有时教材推荐或建议的教学

方法不一定适合实际教学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教

师在教学中可以依据课程标准，针对教学目的，根据

实际教学需要，对教材中提供的教学方法进行改进。 
例如，在学习《光的折射》内容时，针对教材

中的活动内容，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

和学校实验器材的实际情况，设计各种不同类型的

教学方法来完成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比如（1）采用

探究活动的方法，让学生通过亲历探究过程观察光

的折射现象。（2）通过教师演示实验的方法，有目

的的引导学生对光的折射现象重点观察。（3）应用

多媒体课件，形象地描述光的折射现象，并利用课

件易于重复和反复应用的特点，强化学生的记忆。 
3. 调整教学顺序和教学进度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把教材内容与现实生活联

系起来，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也有利于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另外，对教材内容进行取舍后，

原有顺序和进度也可能需要作相应的调整。所以，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生活经验、学习兴

趣、认知程度及学校教学条件等,适当调整教学进度

和教材的章节顺序以及某一节内容的先后顺序。 
例如，摩擦力这节课的内容主要包括静摩擦和

滑动摩擦两部分。在现有的高中教材中都是先讲静

摩擦,后讲滑动摩擦。但实践教学中, 如果把教学顺

序变为先讲滑动摩擦,然后再讲静摩擦，则更能体现

循序渐进的教学思想，更易于被学生理解和掌握。 
在教学中，

我们可以先介绍

滑动摩擦力的概

念、计算等，然

后要求学生计算

如图 1 所示的物体静止在水平地面时受到的摩擦力

F 的大小。不难发现，使用刚刚学到的滑动摩擦力

公式 F=μFN得出物体受到的摩擦力与根据二力平衡

得出摩擦力的结果并不一致。此时教师可以引导学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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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判断这两个答案的正误，并指出，由于滑动摩擦

力大于推力，物体实际上并没有滑动而是保持静止，

这时不能机械地套用滑动摩擦力公式来计算，而是

要考虑到物体静止这一实际情况，根据二力平衡得

出静摩擦力大小。通过这道例题，可以顺利引出静

摩擦的概念，并纠正了计算静摩擦力大小的典型错

误。静摩擦力是学习的难点，适当地采用调整教学

顺序的方法，对于学生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摩擦力是

十分有益的。 
4. 对教辅、教具的自主开发 
当教师的教学成为富有创造性和个性化的活动

时，教材出版单位及市场所能提供的教辅材料和教

具必然不能满足需求。教学的教辅、教具的开发成

为教师教学活动的重要一环。 
作为教辅材料开发的一部分，教师应该在教材

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及时地把教学中对教材的研究结

果和教学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分析，对那些行之有效

的教案、学案加以整理、补充和完善，形成具有个人

特色的教学材料，以便于在今后的教学中加以应用。 
教具资源的开发有着广阔的空间。例如，利用

一张纸可以做很多的实验，利用废旧的可乐瓶、胶

卷盒、易拉罐等可以做许许多多的玩具、学具等。

自主开发的教具可以使学生感到亲切、增加动手的

机会，有利于学生环保意识、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的培养。例如，在八年级（苏科版）上册第四章关

于“升华和凝华”内容的“想想做做”活动，教材

中安排了在试管中放入少量碘，然后在酒精灯上加

热的探究活动。我们在实验器具的处理上，也可以

让学生自己带来废旧的矿泉水瓶来替代试管，从家里

带来合适的容器来盛装热水代替酒精灯对碘加热，帮

助学生在不使用实验室的情况下完成探究活动。 
三、教材资源创造性应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 

几个问题 
1. 教材资源的创造性应用必须以课程标准为

依据 
教材资源的创造性应用要求教师在充分了解和

把握课程标准、学科特点、教学目标、教材编写意

图的基础上，以教材为载体，灵活有效地组织教学，

拓展课堂教学空间。教材资源的创造性应用是教学

内容与教学方式综合优化的过程，是课程标准、教

材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相联系的结晶，是教师智慧

与学生创造力的有效融合。教材资源的创造性应用

必须以课程标准为依据。 
2. 教材资源的创造性应用必须以教材为基础 
教材资源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其开发和利用

的重点是如何研究和处理好教材。教材是编者依据

课程标准，为实现教学目标而编制的系列结构材料，

教材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特点。创造性应用教材

不是教材内容的移植和照搬，它需要教师经过创造

加工，将教材内容变成有利于学生学习的教学内容，

变成发展学生科学素养的教育内容。所以，教师在

对某些教学材料进行补充或取舍时，必须在充分把

握教材编写意图的基础上进行，不能随意改变教学

目的，违背学科教学特点，更不能喧宾夺主，舍本

逐末，导致教材资源创造性应用的形式化，出现轻

率、刻意地去更改教材内容等现象。 
3. 教材资源的创造性应用必须与学生的认知

能力、教师的个体特点以及学校的教学资源相结合 
不同的学生在知识结构、认知水平、心理特征

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创造性的应用教材资源过

程中，我们必须在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兴趣特

长和认知水平的基础上，选取适合恰当的素材重组教

材，引导学生利用已知知识认识未知世界，促进学生

改变学习方式，使他们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和

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获得共同的进步。 
作为课程实践者，教师是教材资源创造性应用

的主体，搞好教学的关键取决于教师的素质。不同

的教师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教学特长。在教材资源

的创造性应用过程中，教师应该在学习别人长处的

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形成适合自己

班级的、学科的、具有个性化的教学风格。 
由于我国各地区以及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不同学校的教学资源有很大的区别。教师在创造性

应用教材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学校的教学实际，而

应该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的场地、实验器材、

网络、图书、教具、学具等进行教材的开发。 
总之，教师是教材资源开发与利用的主体。教

材资源的创造性应用是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

需要，也是不断提高和完善教材的需要。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应该树立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完善教材的意

识，把对教材的深入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在教学

活动中学会探究、验证、思考和开拓创新，努力争取

成为学者型、专家型的现代物理教师。 
（南京晓庄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21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