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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作并重  物理学习“勿离手”
——“勿离手”高中物理实验教学改革实践与思考

上海市嘉定区第二中学

“述作 合 一”是 墨 子 提 倡的教育思

想。“述”为传述，意为讲述、阐述、传承；“作”为创

作，意为制作、发明、创造。

当前，学生缺乏常识性的生活体验，动手

操作少、实践能力弱。在教学中还一定程度存

在对实验教学重要性认识不够，实验过于关注

知识和技能，对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的培养

重视不够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我校自2002

年开始，选择物理实验教学改革为切入点，开

展了“勿离手”高中实验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

践，以实验设计和自制教具、学具（小实验、小

制作、小发明）为突破口，以科技创新素养教育

为抓手，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勿

离手”，一是取“物理手”之谐音，突出学科之特

点；二是取“不离手”之义，强调不离手地进行

动手实验、体验感受、发明创新。

一、增强课程意识，立足教学主阵地，形成高

中物理实验系列。

根据“勿离手”实验教学的设计思路和上海市

“二期课改”物理教材的特点，我校以系列物理基

础实验为主线，进行了高中物理实验系列的开发

和建设工作，形成了由三个模块组成的、具有我校

特色的系列物理实验。这些实验有的渗透在基础

型课程中，有的在拓展型、研究型课程中开展。

1.基本实验教学模块——运用型物理小制

作、小发明

该模块精选课程标准规定的必做实验项

目，以对物理课本中实验仪器的模仿、“移植”和改

造为主，目的是通过该模块的教学使学生达到课

程标准的三维目标，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验

的基本技能。

2.综合与设计实验教学模块——探究型物

理小制作、小发明

该模块是培养学生查找资料，拟定和实施

实验方案，直至设计编写实验报告的“准科学

实验”全过程，目的是引导学生体验科学研究过

程、内化知识方法、提高能力素质。例如，在学生

物理制作过程中，发给学生一些太阳能电池板，学

生很快做成了太阳能吊车、太阳能赛车、太阳能

船、太阳能风扇等一系列太阳能作品。学生在这种

探究实验过程中亲身体验、感悟和反思，内化了书

本知识和方法。

3.研究与创新实验教学模块——创新型物

理小制作、小发明

此模块内容主要来源于生产和生活实践，中

学实验教学的实际问题或研究性课题，包括疑难

问题的解决、新仪器的研制、物理原理的运用、原

有实验装置的改进等。

例如，物理小制作“电动吸尘黑板擦”。几位

学生感到用黑板擦擦黑板比较麻烦，想制作一种

“电动黑板擦”。于是他们设计了“履带式”、“滚轮

式”等多种方案，在实际制作过程中，他们发现许

多方案行不通，最后他们受到扫地车的启发，在一

小马达转轴前装上叶片和绒毛，制成了“电动黑板

擦”。但他们感觉到这件作品没有多少创意，想到

能不能加上吸尘装置呢？他们受到抽油烟机的启

发，在转轴的中部装上吸尘的叶片，后部加上吸尘

袋，制成了“电动吸尘黑板擦”。

二、改变学习方式，激活学生思维，拓宽实践

创新平台。

1．优化实验教学环境，建立实验活动场所。

学校先后开辟出两间教室作为实验活动

室、一间教室作为机器人制作活动室，添置了车

床、模具及其他设备，购买小发明类书籍、科技活

动音像资料等。

学校建设了“科技创新实验教育馆”，开阔

学生科技视野，该馆由三部分组成。在第三部分

科学长廊里，100多件设置在走廊里的挂壁互动

实验：压力发电、逆风而上、奇异轨道……蕴含了

一个个物理原理，学生在课余时间可以随意地

“玩”，在“玩”中领会物理科学原理。

2．立足课堂实验主阵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主渠道在教学，主阵地

在课堂。实验不仅要注意“高精尖”，也要面向生

活实际的“土废旧”。积极引导学生因地制宜，就

地取材，解决生活实际问题。

3.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拓宽实验教学渠道。

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整体设计，面向全

体，拓宽了实验教学渠道。

第一学程以“物理小报”编辑为具体形式。学生

自编“物理小报”，加深学生对物理知识的理解。

第二学程以“课题研究”为渠道。由学生自己

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在老师的指导下自主进行研

究。最后形成论文、调查报告、总结或实验制作等

研究成果。

第三学程以“物理小制作”为载体。结合系列

科学方法讲座，使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科学方法

训练。

三、立足学生发展，改变传统评价方式，激发

学生动手实践创新的参与意识。

我校根据不同模块教学内容的不同，采用不

同的考核方式。基本实验教学模块以口试、实际

操作为主；综合与设计实验教学模块以答辩、小论

文、实际操作为主；研究与创新实验教学模块注

重学生的实验设计、方案的选取、查疑排难及创

新能力。呈现方式包括小论文、调查报告、研究笔

记、口头报告、模型、展板、主题讲演、活动设计的

方案等。

历时12年的“勿离手”实验教学改革，在“小”上做文章，引发

师生的“大”思考，立足于动手实践，立足于教学做合一，让学生

体验感受科学现象，进而为学生领会科学概念、感悟科学规律

提供丰富的感性认识，发动全体师生参与、模仿、设计、发明，这

恰恰回归到了物理学科实验教学的本源。

教师利用实验改革的契机，引领学生参与到实践研究中

去，教师本身的反思意识、实践动手、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得到

了增强，对学生的评价观念得到了改变，继续学习的愿望和科研

积极性有很大提高。

学生能自觉利用物理知识分析、解释生活中有关现象，将所

学知识运用于生活实际中，用简易材料进行小制作、小实验、小

发明。在开发物理实验和教具的实践活动，学生感受到思维的快

乐，学习的快乐。

我校物理教师对新教材物理实验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及改

进措施30余项，其中被物理教材编委采纳的达20余项，并已编

入高中物理新教材中。我校部分教师及学生参与了上海市《中

学物理新课程资源集》一书的编写工作，其中收录了100多个我

校师生自行研发的物理创新实验。上海市教育仪器装备部批准

我校自主研发的4件教具列入上海市中学物理实验教具订购清

单。

校本教材《认识久远的世界》、《改变昨天的世界》、《推动

当今的世界》、《开拓未来的世界》和《物理小实验的述与作》分

别于2012年、2014年出版。

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勿离手”创新物理教学改革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勿离手”实验教学，为培养创新人才奠基——高

中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获得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教学研究成果三等奖、上海市级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一等

奖,我们也不断将其成功经验和做法辐射、借鉴到其他学科。

“勿离手”之源起：述作合一

“勿离手”之实践：小制作大视野

今天，我们再提墨子的“述作合一”的教育思想，有其更

加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教育是慢的艺术，学生

动手能力的提高不能一蹴而就，但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

印前行。从身边找资源，向生活要创新，拓展学生动手实践的

时空。长此以往学生就能养成自觉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解释生

活中有关现象的思维习惯。我们期待着在“述作合一”的小制

作、小实验和小发明的过程中凸显科学育人价值，丰富学生学习

经历，强化动手实践，为培养学生科学创新素养奠基。

“勿离手”之成效：回归本源

【“勿离手”之思考】

“述作合一”凸显科学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