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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中物理课程中，实验教学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提升学生核心能力的关键步骤。然而传统的

实验教学模式往往存在一定的劣势，其未能充分重视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创造性思维，这可能会导致他们

对物理实验缺乏热情，同时其探究技能也会因此受到限制。而情境化教学设计作为目前提倡的一种教学

策略，通过构建现实或模拟的实验环境，可以点燃学生对学习的热情，并增强他们的研究技能和实验操

作能力。本文旨在探讨高中物理实验情境化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现状分析、高中物

理实验情境化教学设计的方法、情境化教学设计及应用案例分析，以期为高中物理实验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 

实验教学，高中物理，情境化教学设计 
 

 

Research on Contextualized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for High School Physics  
Experiments 

Xueshan Zhu, Xiaowei Li, Chong Shen, Xinyu Duan, Xiuyuan Yi 
School of Physics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Jan. 1st, 2025; accepted: Feb. 5th, 2025; published: Feb. 13th, 2025 

 
 

 
Abstract 
Experimental teaching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high school physics curricula as a key step in enhanc-
ing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However, tradition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models often have 
certain disadvantages, failing to fully emphasize students’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creative thinking, 
which may lead to a lack of enthusiasm for physics experiments and limited inquiry skills. As a cur-
rently advocated teaching strategy, contextualized instructional design, by constructing realistic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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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ed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s, can ignite students’ passion for learning and enhance their 
research skills and experimental operation abilitie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ontextualized 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high school physics experiments, the current 
status analysis of high school physics experimental teaching, methods for contextualized instruc-
tional design, and case studies of its applic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high school 
physics experiment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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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物理学作为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其在高中教学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实验不仅是验证物

理理论的手段，也是帮助学生深入掌握物理概念和规律、发展科学思维和实际操作技能的关键方式。不

过，目前高中物理实验教学常常以教师为主导，未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新性，这使得学生对物

理实验缺乏热情，且在探究能力上表现不佳。传统教学模式，总是让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缺乏对实验

目的、原理、过程和结论的深入思考，导致学生的探究能力不足。 
情境化教学设计作为目前提倡的一种教学模式，它是指通过创设真实或模拟的实验情境，使学生在

情境中学习物理知识，发现物理规律，此外，该教学模式旨在提升学生的科学探索技能，并激发他们的

学习热情。与常规教学模式相比，这种模式更加重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激励学生积极投身于实

验活动的各个环节，并通过亲身体验和实践来构建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情境化教学设计不仅能够

提高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此外，这种教学方式还能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

深远的影响。 

2. 理论基础 

2.1. 情境学习理论 

情境学习理论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让·莱夫(Jean Lave)教授和独立研究者爱丁纳·温

格(Etienne Wenger)于 1990 年前后提出[1]。情境学习理论强调，学习是一个积极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学

习者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物理环境中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构建知识[2]。这一理论为情境化教学设计

提供了理论支撑，强调了学习环境的重要性。在物理实验教学中，通过创设与学生生活经验相关的情境，

可以促进学生对物理概念的理解和应用[3]。 

2.2. 认知发展理论 

认知发展理论是著名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所提出的理论，被公认为 20 世纪发展心理学上最权威的理

论[4]。所谓认知发展是指个体自出生后在适应环境的活动中，对事物的认知及面对问题情境时的思维方

式与能力表现，随年龄增长而改变的历程[5]。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是在已有图

式的基础上通过同化和顺应过程实现的[6]。情境化教学设计通过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和活动，促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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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发展。在物理实验中，学生通过观察、操作和思考，不断调整自己的认知结构，从而实现对物理

知识的深入理解。 

2.3.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知识的主动构建和学习者的积极参与。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不是被动地由教

师传递给学生的[7]，而是学生依据自身的经验、背景知识和理解，通过积极的探究和发现来构建知识，

并由此逐渐构建起来的，在建构主义观点下，学生被定位为学习的主导者和核心，他们需要展现自己的

主动性和创造力，主动投身于学习活动，持续地探索和发掘新知。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认为学习是一个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在这种理论框架

下，学生应展现其积极性和创造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并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合作来不断构

建和深化自己的知识体系。应用这种教育理论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自我驱动学习与创新思维，增强学

生的学习成效和整体素质。通过情境化教学，教师可以营造特定的学习环境，以此激发学生的积极探索，

进而促进他们对知识的主动构建。在物理实验教学中，学生可以通过直接的操作和体验，逐步形成对物

理现象及其规律的深刻认识。 

3. 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现状分析 

3.1. 传统实验教学的局限性 

传统的物理实验教学往往停留在知识讲授和基础操作层面，缺乏与现代生活的紧密结合。这种脱节

导致学生难以将抽象的物理概念和定律与具体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影响了他们学习物理的兴趣和积极

性。 
传统的高中物理实验教学往往以教师为中心，未能充分重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角色，缺乏对学生

主动参与和自我探索的激励，这限制了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和探究

能力，学生在实验中往往只是机械地重复教师的指令，缺乏对实验目的和过程的深入思考，失去了实践

教学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会。 

3.2. 情境化教学设计的必要性 

情境化教学设计为了补充传统实验教学的缺失，通过营造学习环境来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情，并提

升他们的研究与实践技能。在这样的教学设计中，学生不再是单纯的知识接收者，而是转变为主动的探

索者。他们需要在设定的情境中识别问题、提出假设、设计实验方案、收集数据以及得出结论。在该种

教学模式下，学生将能更深刻地理解掌握物理概念与规律，并且能更主动地参与到实验的各个环节中。 
情境化教学设计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实验的各个环节中。在该种教学

模式下，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实验任务，也能够根据自己的学习风格进行实验探究，学

生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实验过程，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物理知识。 
情境化教学设计还强调学生个体差异的尊重和满足。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

能力和学习风格设计不同的实验任务，也可以根据学生的表现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反馈。这种教学模式

下，学生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实验过程，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物理知识。 

4. 高中物理实验情境化教学设计的方法 

4.1. 情境创设的原则 

情境创设应遵循科学性、趣味性、相关性和挑战性原则，以确保情境的有效性。科学性原则要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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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设计必须基于物理科学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趣味性原则，则要求情境设计应能激发学生的注意力和兴

趣；相关性原则要求情境设计与学生的学习经验和生活实际紧密相关；挑战性原则要求情境设计能够激

发学生的思考和探究。 

4.2. 情境创设的步骤 

情境创设包括确定教学目标、设计情境、实施情境和评价情境四个步骤。首先，教师需要明确实验

教学的目标，包括知识层面，情感层面，思维方面，探究能力等方面的目标。然后，根据教学目标设计情

境，包括情境背景、情境任务和情境角色。接着，实施情境，包括情境引入、情境探究和情境总结。最

后，评价情境，涉及到多种评价方式，涵盖学生的自我评价、同学之间的互评以及教师的评价。 

4.3. 情境创设的策略 

情境创设的策略包括利用多媒体技术、模拟实验、角色扮演等方法。多媒体技术可以提供丰富的视

觉和听觉信息，增强情境的真实感；模拟实验可以模拟复杂的物理现象，确保学生在无风险的环境中进

行探索，通过角色扮演，使学生有机会体验不同的角色，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探究物理问题。 

5. 高中物理实验情境化教学设计及应用案例分析 

5.1. 设计思路 

情境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由教师创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情境，以此推动教学活动的开展[8]，依据

实际的教学过程，可以总结出情境化教学设计思路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9]：情境创造设计–情境引导

设计–情境实践设计–情境评价设计。 
1) 情境创造设计 
情境创造设计就是创造出一个情境来满足实验教学引入要求，没有情境就无法进行情境化教学，因

此情境创造设计就是情境化教学设计的第一步。在高中物理实验课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实验演示来营造

学习情境，让学生亲生经历和体验。例如光的折射实验中，使用一个装有水的玻璃碗和一支笔，将这支

笔轻轻斜着放入水中，观察其在水中的折射效果，以此来演示光线从一个介质斜射入另一个介质时路径

的转变。如果教学条件不允许，也可以采用多媒体技术和生活实例的方式创设情境。例如，在机械能守

恒实验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回忆打篮球的生活场景，思考篮球从投出，到最高点，再下落的中的能量转

化。 
2) 情境引导设计 
情境引导设计就是设计将学生引入教师创设的情境中的。常用的方法有问题驱动、小组讨论、思维

导图等。例如在光的折射实验中，提问学生：“为什么水中筷子看起来弯折？”教师通过设计和提出与

教学主题相联系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思考，进入情境；在涉及电池电动势与内阻测量的实验中，可以组

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共同探究测量方案，给出测量思路；在实验开始之前，可以运用思维导图来辅助

学生梳理实验的各个环节，以便他们能够完整地把握实验技巧。 
3) 情境实践设计 
情境实践设计是待学生进入情境后，让学生在情境中参与活动，在情境活动中完成实验教学。主要

设计方法包括动手操作、对话沟通交流和学习任务表等。例如在开展电学有关实验时，学生可以自主规

划实验电路图，并根据实验室提供的设备自行搭建电路。在实验操作过程中，通过师生沟通和生生沟通，

加强对实验的理解，及时纠正实验过程中不当之处。学习任务表是教师提供给学生让学生自行评判实验

过程的方式，可以有效督促学生在情境中完成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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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情境评价设计 
情境评价设计与正常的教学评价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对情境有所侧重。评价可以分为过程性评价和

终结性评价，考虑到实验教学学生自主性更强，因此可以增加自我评价。过程性关注学生在情境的表现，

如活跃程度、实验操作表现等，主要通过观察提问的方式了解情况给出评价；终结性评价则在本次实验

课完成后对学生表现进行总结评价，既可以依据测试题，也可以通过查看实验报告，甚至是观看学生展

示汇报的方式给出评价；自我评价主要是让学生思考在情境化学习中收获，反思不足，提高自我认知。 

5.2. 案例展示 

本文以人教版普通高中物理教科书物理必修第一册，第三章第一节的探究性实验“研究弹簧的弹力

与其形变之间的关系”为案例，开展情境化的教学设计。 
【教师活动】同学们好，上课，现在老师手里有一个小玩具，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可能有的同

学见过有的同学没见过，它叫弹弓，在古代，它常常被当作狩猎的工具，现在我们用它来玩弹射纸团的

游戏。我们将纸团放在皮兜里，拉动橡皮筋，就可以完成弹射了。现在我们请两位同学上台体验，其余

同学课下再找老师体验，在这两位同学进行弹射的过程中，其余同学应注意观察。 
提问 1：两位同学谁把纸团弹的更远？这说明了什么？小明为什么弹的远？ 
提问 2：形变的概念？ 
提问 3：请同学尝试说出形变量的概念。 
【学生活动】学生观察并回答 1：小明同学，纸团受到的弹力较大，他把弹弓上的橡皮筋拉的更长；

学生思考后回答 2：物体在力的作用下，形状或体积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就叫做形变；学生思考后回答

3：物体在力的作用下，形状或体积相较于原始状态的改变量。 
【教师活动】刚才我们发现，小明同学把橡皮筋拉的更长，那也就是说，此时橡皮筋的形变量更大。

通过刚才的游戏我们能得到什么结论？ 
【学生活动】学生回答：在弹性限度内，橡皮筋的形变量越大，它的弹力越大。 
【设计意图】通过用弹弓弹纸团的游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创设问题情境，帮助学生从生

活中常见的现象中建立其对物理概念、物理规律的认识。践行从“生活走向物理”这一教育理念。这里

通过游戏创设情境，首先帮助学生复习形变的概念，同时引导学生发散思维，尝试说出形变量的概念，

并通过游戏得到“在弹性限度内，橡皮筋的形变量越大，它的弹力越大。”的规律，为后面胡克定律的规

律作铺垫。 
【教师活动】提出问题：橡皮筋满足这样的规律，在物理实验中，我们常用的仪器是弹簧，同学们

猜测一下弹簧满足这样的规律吗？ 
出示视频：跳蹦蹦床。通过视频，我们看到人施加给弹簧的力越大，弹簧被压得越低，人被弹簧弹

起来的就越高，也就是说人受到的弹力也就越大。 
【学生活动】大部分同学猜测满足这样的规律，小部分同学猜测不满足。 
【教师活动】根据生活中的经验，大部分同学认为弹簧也满足这样的规律，但这只是定性的分析，

物理是一个严谨的学科，我们不能只作定性的分析，还要作定量的研究。今天我们就来探究一下，弹簧

弹力与形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同学们猜测一下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学生活动】猜想假设：① 弹簧的弹力与形变量成正比关系；② 弹簧弹力与形变量的平方成正比。 
【教师活动】那我们应该如何设计实验呢？请同学们来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1. 本次的研究对象是谁？ 
2. 我们要测量的物理量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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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要的器材有哪些？ 
4.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5. 数据如何处理？ 
【学生活动】1. 弹簧；2. 弹力和形变量；3. 毫米刻度尺、弹簧、钩码、铁架台、坐标纸；4. ① 组

装仪器：毫米刻度尺、弹簧、铁架台、钩码要保持竖直状态，刻度尺要接近弹簧方便读数；② 钩码个数

不宜过多，以免超弹簧的弹性限度；③ 待稳定后再读数，读数与估读到下一位，视线与指针持平；5. 列
表记录数据，图像法处理数据。(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做了相应补充) 

【教师活动】带领学生梳理实验步骤： 
1. 仪器组装：将弹簧的一端固定于铁架台上，使其自由下垂至静止状态，随后使用毫米刻度尺测量

弹簧此时的自然长度 l0； 
2. 将钩码系于弹簧的下端，待其达到平衡状态后，使用毫米刻度尺测量测量弹簧此时的总长 l，并测

定钩码的质量，随后将所得数据记录在实验表格中； 
3. 依次增加悬挂在弹簧下端的钩码数量，并重复操作以上步骤，以便收集多组数据，将每次实验得

到的结果详细登记在实验数据表中； 
4. 用 x = l − l0计算出弹簧各次的伸长量，填入表格。 
【学生活动】学生先同老师共同梳理实验步骤，明晰实验步骤后，学生 4 人为一小组进行实验。 
【教师活动】在实验室内进行巡查，对学生的实验操作进行检查并提供指导，以促进学生的深入思

考。随机检查学生记录的数据，并在实验展示区展示这些数据。接着，提供一份标准的数据记录表格作

为参考。 
根据学生设计表格中测量的数据，示范数据的处理方法： 
1. 以弹力为纵坐标，弹簧的伸长为横坐标，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 
2. 根据所测数据，在坐标纸上描点； 
3. 根据图中各数据点的分布趋势，绘制一条大致平滑的曲线，虽然数据点可能不会完全落在这条曲

线上，但要确保曲线两侧的数据点数量大致平衡。 
对学生的数据整理情况进行抽样检查，并选取部分结果在数字展示平台上进行展示，对其中的优秀

的进行点评并给予认可，差些的进行分析(包括误差分析)与修正。 
【学生活动】学生将实验数据填入表格，并用图像法处理数据，并进行误差分析。 
【教师活动】早在 300 多年前，英国科学家胡克发现，在弹性限度内，弹簧发生弹性形变时，弹力

F 的大小跟弹簧伸长(或缩短)的长度 x 成正比，表达式：F = kx，因此这个规律就叫作胡克定律。其中 F
代表弹力大小，x 为形变量，k 为弹簧的劲度系数，单位 N/m，劲度系数只与弹簧本身的性质有关。 

【设计意图】同学们通过观察跳蹦蹦床的视频，能够定性的得出“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形变量越

大，它的弹力越大。”通过创设此情境，能激发学生定量探究弹簧弹力与形变量之间关系的兴趣，教师

通过提出问题，猜想假设，设计实验一步步引导学生进行实验探究，明晰探究实验的步骤，并通过问题

的方式，循循善诱，培养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并通过实验得出胡克定律。 
【课后作业】请同学们思考橡皮筋满足这样的规律，如何设计实验探究？ 
【设计意图】呼应上课时设计的情境，并通过该作业，让学生学习巩固如何对物理中的探究性实验

进行设计和实施，帮助学生完成学习迁移，培养学生物理学科素养。 
【学习评价】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这节课学到了什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同时让其他同学根据

组内成员分工情况及实验操作表现(实验器材组装、实验操作、数据记录，数据处理等)进行自评和互评(满
分 10 分)，教师再结合实验报告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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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采用情境化教学设计在高中物理实验中是一种高效的教学方法，它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对学习内容的

兴趣和实验操作的成效。通过情境的构建，在探索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理解物理概念和规律，还能

提升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然而，情境化教学设计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需要教师、学

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来克服。只有不断探索和实践，才能使情境化教学设计在高中物理实验教学中发挥

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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