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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越来越多的教学方法被提出和推广。其中，“引入法”

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逐渐受到关注。所谓“引入法”，是指教师通过精心设计的导入环

节，引发学生的兴趣与思考，激发学生对本节课内容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让学生主动参与、主动

思考，从而为后续的知识传授和学习打下基础。在物理课堂上，通过引入法，学生可以从实际生活

中的现象出发，逐步深入理解物理定律和理论，突破传统教学中的“填鸭式”学习模式，让物理学

习更加生动、具体和富有实效。因此，文章通过探讨如何在物理教学中有效运用“引入法”，为物

理课堂教学的优化和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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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updating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more and more teaching methods 

have been proposed and promoted. Among them, the ' introduction method ' as an effective teaching strategy has 

gradually attracted attention. The so-called " introduction method " refers to that teachers arouse students ' interest 

and thinking through carefully designed introduction links, stimulate students ' curiosity and desire to explore the 

content of this class, and let stu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 and think actively, 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knowled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physics classroom,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method, students can start from 

the phenomenon in real life, gradually understand the laws and theories of physics, break through the ' cramming ' 

learning mode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make physics learning more vivid, specific and effective. Therefore, by 

discussing how to effectively use the ' introduction method ' in physics teaching,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innovation of physics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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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ﾠ引言
物理教学不仅承载着知识传授的功能，更肩负

着激发学生探索精神、培养科学思维的责任。传统的

物理教学模式在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兴趣激发方面存在

困难。因此，如何在课堂上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增强课堂的互动性，提升教学效果，成为当今物

理教学改革的重要议题。在物理课堂上，“引入法”

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快速理解抽象的物理概念，还能够

激发学生对物理现象背后规律的探索兴趣，进而促进

他们的思维发展和科学素养的提升。然而，尽管“引

入法”在理论上具有较强的教学优势，在实际教学过

程中，如何精准、有效地运用这一方法，仍然是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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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教师面临的一大挑战[1]。不同学段、不同知识点

的教学需求，以及学生认知水平的差异，使得“引入

法”的运用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因此，如何合理设计

引入环节、如何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如何将引入内容

与教学目标紧密结合，成为提升物理课堂教学实效性

的关键。

2ﾠ运用实验引入，明晰物理原理

物理学中的很多概念比较抽象，学生往往难以

理解。如果直接讲解理论内容，学生可能会觉得晦涩

难懂。而通过实验演示，能够将这些抽象的概念具象

化，使学生能够通过观察实验现象来理解背后的物理

原理。

以《压强》为例，教师通过准备一个大水槽、

一杯高浓度品红水、一只大试管和一根橡胶管，利用

实验引入法来展开课堂教学。在课堂开始时，教师

首先将烧杯中的品红水倒入大水槽中，清水瞬间变成

了通红色，这一变化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随即

提出问题：“我们知道水面总是水平的，风起浪涌也

需要外力作用，那么，今天我不用外力，怎么就能让

水自己竖起一个水柱，并且可以控制它的上升与下降

呢？”这一悬念引发了学生的好奇心。接着，教师将

试管完全没入品红水中，排尽空气后，提起试管并将

试管口朝下，就会看到一个竖立的水柱[2]。这一现

象的展示，为学生提供了直观的感知，进一步激发他

们探索物理原理的兴趣。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巧妙地

引入了控制水柱高度的实验。通过将橡胶管一端封

闭，并将开口一端伸入试管底部，松开封闭端，学生

会观察到水柱的下降。之后，教师可以通过向橡胶管

内吹气和放气来调控水柱的变化，借此引导学生思考

大气压强的作用。通过这个实验，学生不仅能看到大

气压强如何影响水柱的高度，还能亲自体验到这一现

象的发生过程。这种实验引入法不仅生动直观，而且

能在不知不觉中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帮助

他们在真实的物理现象中感知科学原理。通过实验，

学生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得到增强，进而更好地理解物

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3ﾠ设置“陷阱”引入，实现知识迁移

设置“陷阱”是通过提出一些看似简单但含有

误导性的问题或情境，迫使学生进行思考，激发学生

的思维碰撞，让他们意识到日常经验中对某些物理现

象的理解可能存在误区。这样的误区在课堂上得到暴

露后，学生的思维会进入一个困惑的状态，这种困惑

正是学习新知识的动力源泉。学生需要通过探讨、验

证来消除困惑，进而掌握正确的知识[3]。同时教师

可以利用这一点，引导以往的知识并对比，帮助学生

建立新的知识框架，实现知识的迁移和深化。

以《液体的压强》为例，教师准备一个烧杯，

往容器里倒入一定量的水。然后拿一根玻璃管插入容

器底部，管子的一端露出液面，另一端用手指封住。

教师可以问学生：“当我松开封住玻璃管口的手指

时，液体会如何流出？”学生可能会预期液体会立

刻从玻璃管流出，但实际操作时，液体并没有立刻流

出，反而因为压强的变化，液体滞留在管内。教师

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液体不按照我们预想的

方式流出？这和我们通常见到的液体流动方式有何不

同？”这样一个与学生常识相悖的现象会引发他们的

强烈兴趣和疑问，进入思考和讨论的状态。在学生通

过思考和实验得到对液体压强初步的理解后，教师可

以总结出液体压强的定义，并引导学生认识到压强的

大小不仅与液体的密度有关，还与液体的深度和重力

加速度有关。这时，学生的认知冲突得到解决，他们

对新知识有了更强烈的求知欲和内在动力。教师可以

再进一步引导学生探讨液体压强的应用，例如液体在

不同容器中的表现，如何利用压强原理设计水坝、潜

水器等实际问题，从而深化学生对物理现象的理解。

4ﾠ利用多媒体引入，提高课堂效率

物理学中有许多概念和实验原理比较抽象，传

统的讲解可能难以让学生立刻理解，尤其是一些实际

操作无法直接在课堂上进行的物理实验，借助多媒体

课件就能有效地展示。多媒体课件可以将教学内容进

行有序的展示，帮助教师清晰地组织课堂进程，使得

课堂内容更加连贯、条理清晰[4]。同时，课件能够

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提升课堂学习的效率。

以《变阻器》为例，教师可以首先播放一段视

频，展示实验中变阻器如何通过改变电阻值调节电流

的大小。视频中呈现一个电路实验，学生看到灯泡亮

度随变阻器调节而发生明显变化，同时配合相应的动

画，清晰地展示电流、电压与电阻之间的关系。通过

这种直观的演示，学生能够更容易理解变阻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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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和应用。接着，通过动画或图解的方式，进一步

说明变阻器的结构与作用，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

框架[5]。在此过程中，教师不仅可以通过图像展示

变阻器的基本构造，还可以通过互动的多媒体课件，

让学生参与到虚拟实验中，调节变阻器的数值，观

察电流的变化，以此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通过这样

的引入方式，不仅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能帮助

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理解复杂的物理概念，使课

堂变得更加生动和富有趣味，真正实现知识的有效传

递。这种多媒体教学方式，无疑为物理课堂注入了新

的活力，促进了学生的主动学习与思维发展。

5ﾠ通过复习引入，加强知识关联

复习引入法的核心作用是为新课程的学习创造

一个良好的起点。通过复习相关的旧知识，学生能在

心理上为接受新知识做好准备。教师通过复习引导，

让学生明确新旧知识之间的关联，使学生更容易理解

并掌握新内容。在复习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问题

引导、讨论等方式，帮助学生巩固和深化对旧知识的

理解。学生在复习时可能会发现自己以前理解不清的

地方，进而对相关知识点产生新的理解，为后续学习

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以《凸透镜成像的规律》为例，在开始新课之

前，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回顾一下上节课学习的关于

透镜的内容，还可以复习生活中常见的透镜，如放大

镜、眼镜以及投影仪中的透镜，并回顾它们各自所成

的像的特点。通过这样的复习，学生不仅能够巩固旧

知识，还能激发他们对新知识的兴趣和探索欲望。接

着，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

光学仪器所成的像各不相同呢？”这一问题自然地引

出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凸透镜成像的规律。通过这

样的复习和提问，学生能够清楚地知道本节课将要研

究的核心问题，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新知识。

这种复习引入法，不仅帮助学生梳理了已学的知识，

还为新知识的学习做了充分的铺垫，使学生的思维更

加连贯，教学过程也更加顺畅。

6ﾠ利用成语诗词引入，创设文化氛围

一些成语和诗词涉及自然现象或物理原理，利

用它们可以帮助学生在已有的语言认知基础上更好地

理解物理概念。例如，“滴水穿石”可以引入力和能

量的转化，或是“青出于蓝”来引出物质的状态变化

等。同时，物理教学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传授，还可

以通过文化元素的引入提升课堂的文化氛围。成语和

诗词蕴含着丰富的智慧，能够帮助学生在感受物理学

规律的同时，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和思维深度。

以《光的直线传播》为例，教师可以从两个常

见的成语入手：“立竿见影”和“一叶障目”。问学

生，这两个成语的含义是什么？他们能从这些成语中

找到关于光的哪些线索呢？接着，教师可以讲解成语

的由来：“立竿见影”形象地描述了光的直线传播特

点——竖立的竿子影像立即出现在地面，而“一叶障

目”则揭示了光的传播过程中，物体如何遮挡视线产

生视觉障碍。更进一步，教师可以引入唐代诗人李白

的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让学生思

考，这里的“影”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人影会随着

月光的变化而变化？通过这一提问，教师自然过渡到

光的传播特性，揭示光是如何沿直线传播的，并且通

过光与物体的相互作用形成影像，激发学生对光学现

象的兴趣。这种以成语和诗词为桥梁的引入，不仅能

在文化背景中唤起学生的兴趣，还能帮助学生在生活

中找到与物理知识的联系，从而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进入新课内容，为后续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7ﾠ借助实际引入，解决生活问题

通过生动的实际问题引入，可以帮助学生建立

对物理知识的整体认知框架。学生能够从具体的情境

出发，逐步理解相关物理概念、原理，并最终掌握

如何运用这些原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学生的学习

不会局限于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能将知识与实践结

合，形成更为系统的理解。

以《摩擦力》为例，在上课开始时，教师可以

提出一系列生活中的问题，以引发学生的思考：“为

什么宽的书包背起来比窄的舒服？”“为什么载重

汽车的轮子通常比小汽车多且大？”这些问题看似简

单，却涵盖了摩擦力的物理原理。学生往往能够根

据自己的经验给出一些初步的回答，比如宽书包的带

子能分散压力、轮子多可以减小每个轮子承受的重量

等，但他们的答案可能缺乏深入的物理解释。此时，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物理原理，逐

步引出摩擦力的概念。通过对这些实际问题的讨论，

学生能更直观地理解摩擦力的作用及其在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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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如宽的书包带分担了肩膀上的压力，减小了

摩擦力对皮肤的摩擦，从而使得背负更加舒适；而载

重汽车使用较大的轮子和更多的轮胎，是为了通过增

大接触面积来减小单位面积上的压力，从而减小摩擦

力，避免轮胎过度磨损。这些生动的实例不仅让学生

感受到物理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也激发了他们学习物

理的兴趣和探索精神。通过这样的问题引入，学生的

思维得以激发，教师在接下来的教学中可以更顺利地

引导学生理解摩擦力的大小与接触面、压力等因素之

间的关系，进一步帮助他们掌握相关的物理概念和公

式，最终达到教学目标。

8ﾠ联系新闻故事引入，提高学生关注度

心理学家布鲁纳曾指出：“学习的最好刺激是

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如果能通过生动的新闻故事引

导学生进入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情境，便能在不知不觉

中激发学生对物理学的好奇心。新闻故事通常与当下

的热点话题、社会事件或科技进展相关，能够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对物理学科的兴趣。通过与实

际生活联系紧密的内容，学生能够感受到物理学不仅

仅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以《速度》为例，可以通过讲述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的一则真实故事来吸引学生的注意。故事中，

一位法国飞行员在空中飞行时，突然感觉自己面前有

一只虫子在飞，手一伸想要抓住它，却发现那并不是

虫子，而是一枚高速飞行的子弹。当故事讲完后，学

生们会对这个情节感到既惊讶又不可思议，这时教师

可以趁机提出问题：“为什么在高速飞行中会出现这

种现象？这与物体的速度有怎样的关系？”通过这样

的问题引导，学生们会对速度这个概念产生强烈的兴

趣，并自然而然地进入新课内容的学习。这一方法不

仅能引发学生对物理现象的思考，还能够通过生动的

情境让他们更容易理解速度这一物理量的实际意义，

进而提高他们的学习动机和课堂参与度。通过这种方

式，物理课堂不仅更加生动有趣，而且能让学生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关键的物理知识。

9ﾠ结语

文章通过探讨如何运用“引入法”，构建实效

物理课堂，提出了一些有效的策略。通过引入法的运

用，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帮助他们在真

实情境中感知和理解物理概念，进而促进学生思维的

深度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然而，实施引入法并非

一蹴而就，教师需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学生特点

以及教学环境灵活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每一堂课都能

有针对性地达到教学目标。未来，随着教育技术的不

断发展和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结合信息技术与现代

教育理念的引入法，将为物理教学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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