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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自行设计的“初中物理新课程实施现状调查问卷”, 从新课程实施保障系

统、教师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方式、科学探究、课程评价制度五个方面对初中物理

新课程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 , 分析了新课程实施以来这五方面发生的转变及存在的

问题 , 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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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物理新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全体学生的科学

素养 , 基本理念是 : 注重全体学生发展 , 改变学科本位

的观念 ; 从生活走向物理 , 从物理走向社会 ; 注重科学

探究 , 提倡学习方式多样化 ; 注意学科渗透 , 关心科技

前沿 ; 构建新的评价体系。[1 ] 如何将这些先进的理念渗

透到教学实践当中 , 是课程改革计划变为现实的关键环

节。本文旨在全面了解、客观分析初中物理新课程实施

情况 , 为进一步调整、修订新课程改革方案提供理论依

据 , 同时 , 为工作在第一线的教师提供具体的指导。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次调查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 , 在山西省南

部、中部、北部各取一个市 , 每一个市随机抽取参与课

改的初中物理教师 30 人 (男 15 人、女 15 人) 、学生

100 人 (男 50 人、女 50 人) 。

调查问卷分教师问卷和学生问卷 , 内容主要从初中

物理新课程实施保障系统、教师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方

式、科学探究、课程评价制度五个方面入手编制 , 采用

单项选择题、开放性选择题和开放性问答题的形式

呈现。

实施调查时 , 研究者委托当地教研人员 , 亲自将问

卷发放给教师和学生 , 讲清此次调查的目的、意义、方

法和注意事项 , 问卷回答完毕当场收回。共收回有效教

师问卷 86 份 , 有效学生问卷 281 份。采用 Excel 软件对

数据进行管理和处理。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 初中物理新课程实施的保障系统

1. 初中物理新课程实施环境

学校对物理课改的重视程度是顺利推行物理新课程

的根本保障。本次调查中 85 %以上的教师认为学校重视

此次物理课改 , 其余教师认为不重视或持不清楚的态

度。教师是课程改革的执行者 , 他们对物理课程改革的

适应情况是课改顺利推行的一个重要条件。目前大部分

教师已经适应了本次课改 , 近 30 %的教师还不太适应。

为了搞清楚物理课改的影响因素和教师存在的问题 , 我

们作了进一步的调查 , 结果如图 1 所示 : 在此次物理课

程改革当中 , 教师面临的最大困难来自两个方面 , 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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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缺乏 , 二是传统思想对教师的束缚。这两个问

题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新课程改革顺利实施 , 如果这两

个问题不能合理解决 , 物理课程改革很可能流于形式 ,

无法顺利推行。教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 9172 %的教师

选择独立解决 , 84172 %的教师选择与同事商量解决 ,

只有 2178 %的教师向教研组长反映 , 1139 %的教师向校

领导反映 , 1139 %教师选择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消极态

度。可见 , 绝大部分教师遇到困难并不向上级反映 , 造

成上级并不清楚教师存在哪些困难。如何建立良好的管

理体制 , 解决课程资源匮乏问题 , 建立与课程改革相适

应的考评制度 , 是物理新课程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

关键。

图 1 　教师在物理课改中遇到的困难

2. 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课程资源是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提出的

一个重要观念 , 是指形成课程的要素来源以及实施课程

的必要而直接的条件。按照课程资源空间分布的不同 ,

大致可以分为校内和校外课程资源。[2 ] (211 —213) 以校内资

源为主、校外资源为辅是本次课改的指导思想。调查显

示 : 在教学中 , 教师除使用黑板、粉笔等常规的教具

外 , 73161 % 的 教师 表示 常使 用 模 型、模 具 演 示 ,

61111 %的教师常使用幻灯机 , 51139 %的教师常使用挂

图 , 41167 %的教师常使用多媒体计算机 , 12150 %的教

师常使用录音机 , 8133 %的教师常使用录像机 , 6194 %

的教师常使用一些其他的教具。此外 , 可利用的校外课

程资源见图 2 所示。

图 2 　可利用的校外课程资源
从图 2 可以看出 , 可利用的校外课程资源集中在图

书资料和电子资源。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仅 19144 %的

教师去学校图书馆、资料室查阅资料 , 8133 %的教师去

校外图书馆收集资料 ; 在对学生的调查中也得出一致的

结果 , 仅有 28. 33 %的学生认为学校图书馆有些方面能

够满足自己学习的需要 , 其余学生认为校图书馆不能满

足自己物理学习的需要。可见 , 校图书资料存在更新

慢、数量不足、与教学内容脱节等局限性 , 使得校图书

资料不能满足师生的需求。此外 46148 %的教师认为学

生从来不去校外图书馆等地去学习。校内图书馆有待进

一步扩充更新以满足广大师生的需求。校外图书馆虽然

便利 , 但并没有被广大师生所重视和利用。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 , 实验条件差会直

接影响物理新课程的实施效果 , 在本次调查中 ,

66167 %的教师认为实验条件差 , 该现象是物理课程资

源缺乏的最主要原因。但是教师在教学中并没有因为条

件差而放弃实验 , 28123 %的学生认为物理老师经常使

用日常简易器材 (如易拉罐、火柴、手电筒等) 做实

验 , 36173 %的学生认为老师有时这样做 , 21109 %的学

生认为老师偶尔会这样 , 10154 %的学生认为老师从不

这样做。可见 , 大部分物理教师在努力挖掘身边的可利

用资源 , 利用日常生活的简易器材进行实验教学 , 以此

弥补学校实验器材不足的问题。

(二) 教师的教学方式

1. 教学观念

教师是新课程实施的具体操作者 , 是初中物理课

程改革的主体之一。物理教师教学观念决定着物理教

学改革的深度、广度。传统教学是面向少数学生的精

英教育 , 此次课改提倡让每一个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

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大众教育。调查发现 : 721 22 %的物

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全体学生的发展 ; 针对学生

物理学习上的个别差异 , 751 00 %的教师使学生间形成

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的气氛 ; 191 44 %的教师采取个别

指导的办法促进学生学习 , 其余教师采用与家长合作

等办法来帮助学生进步。由此可见 , 物理教师在关注

每一个学生身心发展的同时 , 也承认学生的个别差异 ,

为了让不同学生在物理学习中得到不同的发展 , 物理

教师创建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良好气氛来促进学生

自主发展。

由于受到考评制度的影响 , 93106 %的教师重视学

生学习能力的提高 , 55156 %的教师重视学生全面的发

展 , 31194 %的教师重视学生特长的培养。教师是学生

成长的引导者 , 教师如何定位物理教育目的 , 对物理新

课程改革起着主导作用。从本次调查中可以看到 , 几乎

所有的物理教师都非常重视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 , 使学

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能力 , 但在培养学生特长方面

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35·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 教学行为

教学观念决定教学行为 , 教学行为决定着课程改革

的成败。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为实现这一理念 , 教师必须尊重每一个学生。在此次调

查中显示 : 教师提出问题 , 学生答不上来或回答错误

时 , 仅 8150 %的学生认为物理教师会批评学生 , 其余学

生认为物理教师会鼓励学生大胆回答 , 并启发学生思

考。当学生提出超出教学要求的问题时 , 38189 %的物

理教师采用包办的方式为学生详细解答 , 直到学生满意

为止 , 58134 %的教师鼓励学生自行探究学习 , 建议学

生到图书馆查资料或与同学讨论解决 , 仅有极少数的教

师采用消极的态度和行为 , 告诉学生所提问题超出了教

学要求 , 不必再考虑。

此次新课程改革 , 期望以教师教学方式的改变来带

动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是新课程

实施的关键 , 此次调查中 63189 %的物理教师从学生的

实际考虑教学方法的选择 , 9172 %的物理教师从教材的

实际考 虑 , 6194 % 的 物 理 教 师 从 教 学 条 件 考 虑 ,

19144 %的教师综合以上方面考虑教学方法的选择。在

教学过程中 , 大多教师常常将物理知识和日常生活实际

相联系进行教学 , 他们还特别重视学生学习方法的掌

握。调查显示 : 51136 %的学生认为物理教师在课堂上

经常进行学习方法的讲授 , 35137 %的学生认为有时进

行 , 13126 %的学生认为物理教师很少进行或根本不讲

授学习方法。

教师教学辅助方式的选择与应用也是物理课改的关

键所在 , 调查结果如图 3 所示 :

图 3 　物理教师经常采用的辅助教学方式

从图 3 可以看出 , 通过布置大量课外作业来提高学

生学业成绩的做法 , 已经不再是物理教师常采用的辅助

教学方式。教师根据学科特征 , 让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

来增加学生的感性认知 ,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 并鼓励

学生阅读有关参考书 , 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 让学生了解科技前沿知识 ; 还可

以采用成立课外兴趣小组、实地考察等方法培养学生学

习物理的兴趣。

(三) 学生学习方式

传统的学习方式是单一、被动和陈旧的学习方式。

现代的学习方式是以弘扬人的主体性为宗旨、以促进人

的可持续性发展为目的 , 由许多具体方式构成的多维

度、具有不同层次结构的开放系统。[2 ] (130 —134) 课标指出 :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 , 学生是发展的人、是独特的人、是

具有独立意义的人。教师要引导学生从传统的学习方式

转向现代学习方式。

1. 学习兴趣

现代学习方式与传统学习方式相比 , 主要区别是学

习兴趣。学生有了学习兴趣 , 学习活动就不再是一种负

担 , 而是一种享受、一种愉快的体验 , 有兴趣的学习事

半功倍。在本次调查中 , 49166 %的学生对学习物理非

常感兴趣 , 43188 %的学生有一定的兴趣 , 其余学生兴

趣极低或不感兴趣。在整个物理学习过程中 , 34169 %

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得到了充分的发

展。79193 %的学生表示在以后的物理学习中 , 将更加

努力地学习物理。以往有研究表明 , 物理课程是学生最

不感兴趣的课程之一。该结果与本次调查结果不同 , 主

要原因是课改以来 , 教师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带动学生探

究、实验等 , 学生由被动学习逐渐转变为主动学习 , 其

学习兴趣得以发展。

2. 与他人的交往

与他人的交往、互动是学生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 ,

双方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 , 在这

个过程中与他人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 , 交流彼

此的情感、体验与观念 , 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 ,

实现物理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 成功完成科学探究过程 ,

掌握科学方法 , 了解 STS , 树立科学世界观。在本次调

查中 , 我们着重了解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交流互

动 , 结果显示 : 68106 %的物理教师认为课堂教学中与

学生互动充分 , 其余教师认为不充分 , 学生更多是被动

听课。从学生角度来讲 : 37141 %认为经常与老师交流 ,

59152 %经常与同学交流。当物理学习中遇到困难时 ,

35171 %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够得到老师及时的帮助 ,

35103 %能够得到同学的及时帮助。我们可以看到 : 虽

然教师认为和学生互动充分 , 但大多学生认为与教师交

流互动不多 ,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得不到教师的及时帮

助 , 更多地转向同伴求助。为了顺利推行物理新课程 ,

教师可以创造更多的与学生交流的机会 , 以便及时了解

学生学习遇到的困难 , 并给予及时的帮助。

3. 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是个体终身学习和毕生发展的基础 , 是新

课程改革倡导的一种现代化学习方式 , 其精髓在于帮助

学生提高学习的自觉性 , 逐步掌握学习方法 , 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 , 它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和主动性。[3 ] 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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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 33179 %的学生认为自己经常能够自觉地学习物

理 , 57114 %的学生有预习的习惯 , 29159 %的学生能够

及时复习。在实验过程中 37167 %的学生表示由物理老

师或实验老师提供实验器材和用品来进行探究 ,

14173 %的学生自己选择实验器材和用品 , 38101 %的学

生在教师指导下自己选择 , 7188 %的学生和同学商量一

起选择 , 1171 %的不属于上述情况。在观察实验中的物

理现象时 , 42118 %的学生按课本的要求观察 , 47196 %

的按老师的要求观察 , 5144 %的按照自己的观察方法进

行观察 , 其余学生没有形成正确的观察方法。从中可以

看出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物理的习惯尚未养成 , 在小组

实验中大多学生依照老师的安排和书本的提示进行实验

和观察 , 还没有形成自主探究的习惯。

总的来讲 , 70183 %的物理教师认为学生的学习方

法多样 , 已经不存在死记硬背的学习 ; 46194 %的学生

认为物理学习负担不重 , 轻松愉快 , 有时间做自己喜欢

的事情。可见学生自主探究的习惯虽未全面养成 , 但其

学习方式正向主动的、多元的、新型的学习方式悄然

变化。

(四) 科学探究

科学探究既是学生的学习目标 , 也是重要的教学方

式 , 将科学探究列入课程标准 , 旨在将学习重心从过分

强调知识的传承和积累向知识的探究过程转化 , 从学生

被动接受知识向主动获取知识转化 , 从而培养学生的科

学探究能力、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敢于创新的探索精

神。成功的科学教育要使学生既能学到科学概念又能发

展科学思维能力。物理学习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学

习物理知识 , 学会学习 , 学会探究 , 养成正确的价值

观。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不仅能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

而且还能感受到自己的失败与错误 , 通过纠正错误 , 逐

步走向正确 , 真正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富有探索性的物

理学习实践是发现物理现象背后意义的关键 , 也是科学

素养形成的过程。[1 ] (22) 在物理教学过程中 , 师生如何正

确看待并实践科学探究 , 了解学生在科学探究中的薄弱

环节 , 是此次调查中我们关注的问题。

科学探究是重要的教学方式之一 , 但不是唯一的教

学方式。部分物理教师因为没有领悟该教学方式的精

神 , 不能正确理解和应用这种教学方式 , 致使 24191 %

的学生认为几乎每节课物理老师都安排科学探究 ,

7151 %的学生认为老师很少安排科学探究。调查还发

现 , 虽然有 84169 %的学生认为 , 科学探究对学习物理

很有用 , 能帮助记忆、理解和应用知识 , 但 38191 %的

学生认为 , 科学探究活动花时间过多 , 影响自己的学

习。其中主要原因来自四个方面 : (1) 教师对探究活动

的误解与滥用 , 造成学生对探究活动的腻烦 ; (2) 教师

对学生科学探究活动过程中的指导监控不到位 , 学生在

探究过程中盲目性很大 ; (3) 组织纪律差 , 造成时间的

浪费 ; (4) 学生受升学压力的影响。

科学探究过程包括七个要素 : 提出问题、猜想与假

设、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进行实验与收集数据、分析

与论证、评估、交流与合作。其中提出问题、制定计划

与设计实验、交流与合作是科学探究的薄弱环节 , 对此

我们展开深入调查。

科学探究过程是围绕着所探究的问题展开的 , 发现

问题和提出问题是进行科学探究的前提 , 是极具创造性

的过程 , 对实现发展学生的创造力这一目标起着重要的

作用。在本次调查中 , 40128 %的教师认为学生经常能

从日常生活、自然现象或实验现象的观察中提出一些问

题。教师在选择科学探究的课题时很少从学生提出的问

题出发 , 问题主要来自教学重点。

制定计划与设计实验是从操作的角度把研究的猜

想与假设具体化、程序化 , 是科学探究过程中重要的

环节。401 28 %的物理教师认为学生在集体或个人的探

究活动中 , 可以制定出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探究计划 ,

其余教师认为学生只能提出少部分计划甚至提不出

计划。

进行实验与收集数据是成功进行科学探究教学过程

的重要环节。大多学生认为在科学探究中 , 简单的实验

可以获得成功 , 复杂一些的失败居多 ; 与老师一起做的

实验可以成功 , 但自己做的时候更多是失败。学生在实

验与收集数据时遇到困难 , 31194 %的物理教师认为学

生会直接向教师获取答案 , 47122 %的物理教师认为学

生主要通过同学之间讨论来解决问题 , 19145 %认为学

生主要是独立解决。在对学生的调查中只有 9118 %的学

生会直接问老师 , 54176 %的学生自己仔细思考 , 独立

解决 , 31197 %的学生与同学讨论解决。在此可以看出 :

教师认为学生遇到困难时依赖性很强 , 而学生却认为自

己有很强的自主性。

物理学习中的科学探究活动 , 通常是以小组的方式

进行的。从学习的角度来说 , 每位成员在学习上的想法

都为整个小组所共享 , 个人的知识建构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 , 也是合作精神的体现。在此次调查中 , 89138 %的

学生喜欢自己所在物理实验小组 , 这部分学生中 ,

72183 %是因为大家团结 , 有合作精神。在小组讨论中

64163 %的学生能认真听取小组同学的见解 , 并与自己

的观点比较分析。科学探究的尾声是分析实验结果 , 写

出实验报告 , 63127 %的学生认为是和同学讨论、交流

后完成报告的 , 28157 %认为是独立完成 , 只有 3140 %

的学生认为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

总的来讲 , 虽然近 40 %的学生认为科学探究过程花

时间过多而影响自己学习 , 但 90 %以上的学生在探究过

程中持积极的、正确的态度。在科学探究的不同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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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遇到问题时大多采取自行解决或向同学寻求帮助 ,

很少向教师寻求帮助。该结果和“与他人交往”项目的

调查结果一致。该现象告诉我们 , 教师在培养学生提出

问题、制定计划等能力的过程中 , 还要加强探究过程中

的指导。

(五) 课程评价制度

课程评价对课程实施起着导向和质量监控的作用。

评价的目的功能、评价的目标体系和评价的方式等各方

面都直接影响着课程培养目标的实现 , 影响着课程功能

的转向与落实。[2 ] (141)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明确指出 , 课程评价的方向是 : 要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

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 , 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

高和改进教学实践功能。[1 ] (133) 对学生的评价 , 学校和教

师的观点比较见图 4。

图 4 　对学生的评价方式

由上图可以看出 : 学校和教师用多元评价机制评价

学生 , 且观点基本一致 , 在少数项目上略有差别 , 学校

更注重期末综合评估 , 而教师更关注学生平常的考试。

在对学生的调查中显示 : 只有 56146 %的学生认为学校

评价机制可以促进自己全面发展。在下一步的物理新课

程改革过程中 , 学校和物理教师应更加关注利用多元评

价机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师评价是学校管理的重要环节 , 其目的是激励教

师提高教育教学能力 , 帮助教师提高专业素质 , 引导教

师实践新课程理念。其中 , 课堂教学评价是物理教师评

价的重要内容之一 , 在本次调查中 , 73172 %的学生认

为物理教师的课堂教学生动活泼、富有启发性、有条

理、清楚明白 , 19145 %的学生认为启发性不够强 , 也

不够活泼 , 但有条理、清楚明白 , 其余学生认为条理不

够清楚 , 枯燥乏味。此外 , 教学质量评价是教师评价的

另一个重要内容。物理教师认为最能反映教学质量的项

目如图 5 所示。

图 5 给我们的启示 : 各学校可根据该项目设定具体

方案 , 因为这个评价项目既能反映教师的教学水平 , 如

学生学习能力提高和科学素养的发展等 , 又能反映教师

自身的教学素质 , 如教师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 , 同时能

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物理教育的培养目标的达成 , 即培养

全体学生的科学素养。

图 5 　物理教师认为最能反映教学质量的项目

三、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一) 存在的问题

1. 教学思想转变难。当初中物理新课程改革以崭

新的面貌走进中学课堂时 , 这种先进的教学理念向一线

的物理教师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放弃旧的教学思想 , 接

受全新的教学理念是成功进行物理课程改革的起点。如

果一线教师无法接受新的教学思想 , 那么课程改革将中

途夭折 , 或实施结果与原先的理想相去甚远。在此次调

查中发现 : 51134 %的物理教师反映教学思想难以转变 ,

完全适应此次物理课程改革的教师仅占 35171 %。此外 ,

受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 , 教师与上级领导部门之间几乎

没有平等的交流 , 教师遇到困难时 , 只有 2178 %的教师

向教研组长反映 , 1139 %的教师向校领导反映。

2. 实验条件差。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课程 ,

没有丰富的、合适的课程资源 , 物理新课程标准的理念

和目标就很难变成中学的实际教育成果。本次调查中

61161 %的物理教师反映教学资源缺乏 , 66167 %的教师

认为实验条件差是教学资源不足的根源 ; 88189 %的教

师认为经常采用的辅助教学方式是学生动手做实验 , 而

只有 52138 %的学生表示经常动手做实验。部分学生反

映自己可动手操作的实验太少 , 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

欲 , 单纯观察教师演示实验 , 对实验步骤了解得不透

彻 , 对其中的原理不能深入理解 , 达不到实验的效果。

这些现象严重阻碍了物理课程目标的实现范围和实现

水平。

3. 课程培养目标的错位。评价制度对课程的实施

起重要的导向和质量监控作用 , 直接影响课程培养目标

的实现 , 影响课程功能的转向和落实。此次调查中学校

和物理教师已经注意到用多元评价机制来促进学生的发

展 , 但 52178 %的教师对评价制度心存疑虑。令人注目

的是 , 93106 %的教师重视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 , 仅

31194 %的教师重视学生特长的有效培养。从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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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教师没有关注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 , 没有重视学生

特长的培养 , 也没有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 , 而是一味地

关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4. 教师对科学探究的误解。此次物理新课程改革 ,

期望通过科学探究来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和敢于创新的探索精神。部分物理教师不

能正确理解“科学探究是重要的教学方式之一 , 但不是

唯一的教学方式”, 几乎每堂课都安排学生进行探究。

在本次调查中有 241 91 %的学生反映物理教师几乎每节

课都会安排科学探究活动。

5. 学生自主进行科学探究的能力差。物理课程标

准强调通过发展学生的自主性 , 使得学生获得可持续发

展。在课程实施中 , 强调要帮助学生尽快步入自主性学

习的轨道。此次调查发现 : 在科学探究活动中 , 仅有

14173 %的学生表示是自己选择实验器材和用品 ; 在观

察实验现象时仅有 5144 %的学生按照自己的观察方法进

行观察 ; 40128 %的教师认为学生经常能从日常生活、

自然现象或实验现象的观察中提出一些问题 , 43106 %

的教师认为学生可以独立完成 , 并在写出实验结果后给

予合理分析。此外 , 很多学生反映 , 由于探究小组管理

疏散、缺乏纪律的约束 , 浪费了很多时间。在探究活动

中 , 学生过于依赖教师和书本的指导与提示 , 没有养成

自主探究的习惯 , 没有形成自主探究的能力。

(二) 建议

针对以上初中物理新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 提出

以下建议。

1. 教师教育。教师是新课程的实施者、操作者 ,

其思想理念的更新是课改成败的关键。为了保证教师把

握新课改理念 , 提出如下四条建议 : (1) 重视主力军的

培训。一线物理教师是物理新课程改革的主力军 , 各学

校或各地物理教研组应大力开展观摩教学与有指导性的

教研活动 , 有效带领物理教师转变教学思想。 (2) 关注

生力军的培养。高校毕业生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生力

军 , 高校应该依据中学教学的需求培养物理教师 , 保证

毕业生将新思想、新观念带入中小学校 , 而不是进入学

校才开始学习课程改革的新理念。 (3) 加强学校和教师

的对话。学校要合理安排与教师的交流 , 鼓励教师讲出

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及时给予帮助。 (4) 教师要

创设更多的机会与学生互动交流 , 关注学生的全面发

展 ,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2. 实验器材的开发。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努力开

发校外资源 , 以校内资源为主 , 积极开发利用当地高

校、工厂等单位资源是缓解实验器材不足的主要方法。

此外 , 教师自制教具 , 合理开发身边简易器材进行实

验 , 同时可以调动学生自制学具 , 发动学生探究、收集

资料、丰富教学资源 , 这样可以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

主动性 , 同时也可以解决部分资源缺乏的问题。与当地

高校建立友好合作制度 , 充分利用高校先进的实验器材

及其他丰富的教学资源 , 也是解决实验条件差的有效

途径。

3. 学生自主性的培养。首先 , 教师要正确认识科

学探究的功能 , 合理利用科学探究的教学方式 ; 其次 ,

合理安排科学探究任务 , 对过难的任务 , 教师指导要充

分或调整任务难度 , 避免给学生太大的挫折 ; 再次 , 创

造更多的机会让学生动手操作 ; 最后 , 鼓励学生自主从

日常生活、自然现象或实验现象中发现与物理学有关的

问题 , 提出问题并制定探究计划 , 完成探究任务并对结

果做出合理的分析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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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n the New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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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y using the questionnaire on t he new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p hysics , we make a survey on t he chang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 he guarantee system of new cur2
riculum implementation , teachers’teaching method , st udent s’learning met hod , scientific inquiry

and t 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t he new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Some suggestions are p ut for2
ward based on t he analysis of t h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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