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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作为一门以实验

为基础的学科, 实验教学在

课堂教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课堂演示实验教

学是教师结合课堂教学内容的需要用演示的方法进

行的实验教学, 是一种直观的教学手段。通过演示

实验可以使学生在获得生动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物理概念和规律,同时培养学生

的观察能力、分析综合能力及逻辑思维能力, 还为学

生实验的正确操作起着示范作用, 因此,做好演示实

验对于提高物理课堂教学质量可谓举足轻重。为了

增强课堂演示实验的效果和充分发挥演示实验在教

学整个过程中的作用, 笔者在实践中体会到必须注

意做到以下�十性�。

1. 科学性

演示实验首先是科学实验,实验原理和操作都

应符合客观实际,没有科学性的错误,组织安排要符

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能使学生认识所观察到的现象,

获得正确的概念, 学会分析推理的方法。因此, 在演

示实验教学中,教师必须注意严格按实验规范熟练、

正确地操作,使整个演示真实可信,并确保演示实验

的顺利成功。对于在演示操作过程中出现的意外情

况一定要认真科学地对待, 不能敷衍回避,也不要急

于下结论,应当引导学生一同思考找出发生这些情

况的原因,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科学态

度。

2. 目的性

演示实验是课堂教学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因此

要紧扣教学内容,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如为什么

要做这个演示? 解决什么问题? 通过实验要让学生

学到哪些知识, 培养哪些能力? 怎样去达到目的?

怎样去演示? 突出什么现象? 如何引导学生观察、

分析、推理, 以得出正确结论!!都必须要有鲜明的

于小芯片之处在于倒装结构, 出光面不限于P 面; 荧

光粉涂覆工艺有所改进, 还具有良好导热衬底的散

热系统; 外加电流 1W为 350mA、5W为 700mA。Lu�
mileds公司的产品 1W 的光通量有 20lm、最高达

44lm/ W。

旨在进一步提高光输出, 国内外不少上游芯片

制造商都致力于大功率芯片的研发,包括使用新衬

底导热好的材料、黄色荧光粉的涂覆、光学结构设

计、低光衰的封装材料。半导体照明新光源属于高

新科学技术,涉及到材料研究、器件结构、光学设计、

封装工艺、电源电路、灯具选用、照明效果与视觉匹

配等多技术交叉领域。迄今, 美日、西欧与台湾竞相

投资开发白光 LED这种绿色光源。我国自�八五�

期间就十分关注LED发展,通过 863科技攻关、高技

术创新、产业代基金重点支持,已取得研发成果和诸

多专利,白光 LED 核心技术与产业化同发达国家、

台湾地区相比尚有一定差距。通过加强官产学研结

合,加大财力、物力的扶持, 瞄准核心技术的联合攻

关,形成上中下游完整的产业链,努力培育新兴的产

业市场。环顾国内外半导体照明的新技术、新应用,

诸多闻名遐迩的大中都市标志性景观、亮化工程、照

明夜景现已开始大量使用各种五彩斑斓的 LED环

保型固体新光源。半导体照明拥有广阔的市场并迅

速发展。2002年全球 LED市场规模为 36 亿美元,

年增长逾20%。据美国权威市场调研公司 Strategies

Unlimited 2003年 2月数据, 2002年高亮度市场规模

总体增长 50% ,达到 18 亿美元, 比 2001 年的 12亿

增长了 50%; 2004 年预计将达到 50亿美元。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各种景观、装饰

及部分照明光源对半导体照明灯更是情有独钟, 可

望发挥应有的作用。

面对着半导体照明光源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科

技部审时度势地于 2003 年 6月启动了国家半导体

照明工程,提出了发展战略与举措,整合相关资源重

点扶持原来基础好、从外延、芯片、封装到应用已形

成产业链雏形的厦门、大连、上海、南昌等地,并将其

首批列入国家半导体照明产业基地; 今后将在政策

与资金上予以支持。厦门已有五个项目通过科技部

立项,今后将发挥对台优势,促进两岸的合作方面再

铸 LED照明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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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教师应根据教学目的设计安排演示实验。如

电磁波的传播不需要介质这一客观事实, 只在课堂

上简单地讲授, 学生大都将信将疑,因此需要通过实

验来证实。实验设计如下: 在一只玻璃钟罩内放一

只小型信号发生器, 在外面用一台收音机来接收, 可

以听到信号声, 把钟罩内的空气抽去也不影响收音

机的正常接收, 但是如果换了一台闹钟,当钟罩内的

空气抽去后就听不到声音了。这充分说明了声音的

传播需要介质, 而电滋波的传播不需要介质。

3. 程序性

在演示实验中, 能否顺利达到演示的预期目的,

教师必须注意演示实验的程序性。在做演示实验前

要有充分的实验准备,包括实验程序的设计、具体演

示步骤的安排、实验器材的选用, 都要有通盘的安

排。演示过程要有条理, 注意实验操作的程序性和

实验分析的层次性。从现象的观察到现象的分析、

归纳、得出结论, 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又要调

动学生的主动参与, 引领他们积极的思维活动。例

如,在研究落体运动时,可围绕物体下落快慢与所受

重力无关这一难点设计如下一组实验。实验 1: 铁

片(或钱币)与小纸片从同一高度同时下落; 实验 2:

将小纸片揉成纸团再与铁片从同一高度同时下落;

实验 3:大纸片与小纸片揉成的纸团从同一高度同

时下落;实验 4:钱毛管实验。上述演示实验各具目

的、有机结合:实验 1创设情境、引出错误,实验 2提

出问题、引起思考,实验 3强烈对比、激活思维,实验

4解决问题、得出结论,一环紧扣一环,层层深入, 把

学生由对现象的感性认识逐步引向对本质的理性认

识。

4. 简单性

�一项演示实验, 使用的材料越简单,学生越熟

悉,就越想透彻地获得所验证的结果。�(麦克斯韦) ,

演示实验只要效果明显, 又不失科学性,那么越简单

越好。材料越简单, 方法越简便, 越能使现象集中、

突出,由观察导出结论时, 推理分析才越容易, 实验

效果才越好。如利用手掌可以演示斜面实验, 也可

以演示摩擦力实验,还可以演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实验;利用硬币可以演示一组涉及惯性、动量、冲量、

液体表面张力和光的折射等物理知识的趣味实验;

利用鸡蛋不仅可以演示扣人心弦的�高空落蛋�实

验,还可以演示有关惯性、平衡和浮沉条件等物理知

识的系列实验, 利用可乐瓶可以演示完全失重、水火

箭和静电除尘等实验!!这些都是用简单的器材就

能很好地说明问题的演示实验。

5. 直观性

著名物理学家朱正元先生的传世名言�千言万
语道不清,一看实验便分明�,说的是演示实验的直

观性。演示实验越直观, 越能使学生形成深刻的感

性认识,也就越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因此, 实验演示时要注意设法增大实

验的可见度,演示用的仪器必须做到尺寸足够大,灵

敏度足够强及放置足够高,确保实验发生的现象和

产生的效果明显直观, 尽量使所有的学生都能清楚

地观察到演示实验的整个过程。例如在学习#力矩∃
一课时,我把自行车搬进了课堂,大大增强了演示实

验的直观性。另外, 演示桌上只能放置与实验有关

的用具,暂时不用的应放在学生视野以外,以免分散

学生的注意力。为了使观察的目标鲜明突出,可用

染色或用背景颜色增加反差等手段。例如可用纸板

做成一面白色一面黑色的台屏, 放在演示仪器的后

面,观察装染色液体的玻璃管时用白色的屏,观察火

花放电等实验时用黑色的屏;又如做有关验电器、静

电计的实验时,可利用灯光从后面把验电器、静电计

照亮。对于仪器尺寸较小或实验现象不明显的可借

助投影设备放大。如介绍螺旋测微器的使用,演示

电流间相互作用等实验。

6. 趣味性

观察形象生动的演示实验, 学生会产生强烈的

认识冲动,形成最佳的心理状态,由被动学习变为主

动学习。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若演示一些生动

有趣、富有魅力的实验,可激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

和学习兴趣。如学习气体的等容变化规律 % % % 查理

定律时,可演示�瓶吞蛋�实验。取一个口径比鸡蛋
略小的玻璃瓶,放到热水中加热后取出,将一煮熟的

鸡蛋去皮后小头朝下立在瓶口上, 当瓶中气体逐渐

冷却时, 可以惊奇地看到玻璃瓶缓慢地把鸡蛋吞进

�肚子�里。目睹此情此景, 学生不禁心驰神往, 激起

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又如, 在引入#动量定理∃新课

时,可以安排一场�谁吹得远?�的趣味比赛。课前准

备塑料吸管和牙签(一头平一头尖)若干, 将牙签放

入吸管中,用嘴对准管口吹气,牙签将从吸管的另一

端飞出,比一比,看谁吹得最远? 同学们无不跃跃欲

试。当上场的学生运足气将牙签吹得一次比一次远

的时候,场下的情绪愈益高涨,在热烈的气氛中我最

后一个登场,用事先准备好的吸管(将两至三根吸管

接在一起) �轻轻�(不动声色地运气)一吹,便破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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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同学的骄人记录。一时间, 课堂沸腾了起来,等待

我的是一双双充满疑惑和期待的眼睛, 在兴趣盎然

的比赛中学生强烈地感受到了学习物理的无穷乐

趣。

7. 启发性

演示实验的教学目的不仅是给学生以鲜明、生

动的实验表象, 更要抓住学生出现的兴奋时机、愤悱

状态, 启发诱导学生分析、推理、判断、概括, 把感性

认识上升为概念和理论, 让学生知其然, 知其所以

然。因此,演示实验要富有启发性。在实验过程中

教师可创设探索性的问题情境, 启发学生积极地思

维,使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达到最佳

结合,充分发挥演示实验的教学功能。例如, 在引入

#力的分解∃一课的演示实验中, 可创设如下的问题

情境: 用细线系住一重锤, 留出两个线端, 老师问:

�用一根线提与用两根线提相比,哪一种情况线更容

易断?�学生会不假思索地回答: �用一根线提!�老师

不动声色地用一根线颤颤巍巍地提起了重物, 故意

举得高一些,学生的心跟着悬了起来,而接下来用两

根线稳稳地提起重物的时候, 学生的心放了下来, 脸

上露出轻松的表情,以至于老师不断增大两根线之

间的夹角这样一个细节动作, 学生毫无防备, 突然间

线断了! 学生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啊!�的惊讶声。

思维自疑问和惊奇开始(亚里士多德语) , 这时可不

失时机地提出如下问题: �怎么两根线提反而断了

呢? 一开始就断吗? 什么时候开始断? 为什么会

断?�学生产生了强烈的思维冲突, 进入了愤悱状态,

为进一步学习新知识蓄足了气势。

8. 成功性

演示实验是学生进行观察和获得感性认识的重

要源泉,是教师讲解物理概念、规律的基础。演示实

验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概念的形成和规律的建

立。如果一个实验反复多次都不成功, 既耽误了时

间,又失去了实验的可信性和说服力, 因此, 教师在

演示时必须确保实验的成功。为了确保演示实验的

成功,实验前教师要先熟悉仪器的性能和构造,亲自

用所选仪器装置预演几遍,便于掌握操作的技巧, 也

可及时发现问题,并充分估计课堂上可能出现的故

障及考虑好应急措施。有些实验较难做成功, 如静

电实验,受天气、仪器清洁程度以及室内环境的影响

很大, 教师课前要认真准备,擦净、烘烤、通风, 以确

保上课演示时的效果。

9. 安全性

演示实验要坚持安全第一。实验中的安全包括

两层意思,一是仪器设备的安全,二是人身安全。在

实验中要正确合理地使用仪器, 保证仪器设备的安

全,如使用测量仪器不得超过量程;使用天平要保护

�刀口�;使用精密、玻璃仪器要轻拿轻放; 电路连接

时电键要断开,滑动变阻器要置于阻值最大处等等。

演示实验中的人身安全尤为重要,因此,实验的装置

应做到牢固、稳定,操作要规范、正确,对可能会产生

的危险要有预见, 并采取防护措施, 确保人身的安

全。例如, 在演示有关动量、冲量的惊险实验时,务

必做到�有惊无险�。装有子弹的玩具枪要避免�走
火�;悬挂重锤的绳子要足够结实;用来扔鸡蛋的�布

靶子�要做得宽大,同时提醒参与演示的同学要�有
的放矢�。

10. 教育性

演示实验的教育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是渗透物理学方法教育。在演示实验过程中,要注

意渗透物理学方法教育,培养学生科学的实验方法。

例如探求 F、m、a 定量关系的演示实验用到的控制

因素(变量)法, 是典型的单因子定量实验方法。在

教学中要向学生展示这一物理实验研究的基本思想

和基本方法, 使学生明确实验中为什么要控制实验

条件和如何控制实验条件, 这不仅为以后探索�影响

单摆周期的因素�和研究�影响电容器电容大小的因
素�等实验做好方法上的准备,还可以培养学生今后

独立设计和进行简单实验的能力。其二是发挥演示

实验的示范作用。演示实验中, 教师的一举一动都

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都会成为学生独立操

作的依据和榜样, 对学生的实验技能起着示范作用。

因此教师在做演示实验时要注意规范操作,一丝不

苟,以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实验态度。

物理实验教学, 是物理学科实施素质教育的重

要途径,笔者多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在课堂演示实

验中注意以上�十性�, 能大大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

兴趣,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此外,课堂演示实

验的教学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 作为中学物理教师,

必须特别重视演示实验的教学, 努力挖掘演示实验

的教学功能,不断改进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和实验方

法,推动物理课堂教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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