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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通过实验可以更有

效的让学生体验科学发展和知识形成的思想和方法，通过联

系实际问题，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根据实

验作用的不同，物理实验一般分为两类: 一类是探究性实验，

另一类是验证性实验． 发展科学探究能力是初中物理新课程

的一个重要目标． 物理实验是培养学生探究意识、发展科学

探究能力的重要方法． 有很多人对验证性实验批评较多，主

张将验证性实验改为探究性实验． 对这些批评和主张，我们

要辩证地看待，不能一味地随声附和．
1 两种不同实验方法案例分析

探究性实验是实验者在不知道实验结果的前提下，通过

自己实验、进行探索、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以发现新事物、

新规律，从而形成科学概念的一种科学活动． 而验证性实验

是实验者知道已知的实验结果而进行的以验证实验结果、巩
固和加强有关知识内容，培养实际操作能力、掌握实验原理

为目的的重复性实验活动． 下面通过对苏科版初中物理教材

中“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及“估测大气压的值”这两个实验

加以比较分析．

实验一 探究平面镜成像特点

提出猜想 回忆我们平时照镜子的情景，猜一猜，平面

镜所成的像与物有什么关系?

( 1) 像的位置在平面镜 ( 上 / 前 / 后) ．
( 2) 像和物大小 ( 相等 / 不相等) ．
( 3) 像到平面镜的距离与物到平面镜的距离 ( 相

等 / 不相等) ．

设计实验 怎样确定像的位置? 怎样比较像与物的大

小?让我们通过茶色玻璃板来观察成像情况，这可能对设计

实验方案会有所启发．

实验与记录 ( 1) 如图 1 所示，将茶色玻璃板( 平面镜)

竖直放置在一张方格纸上，并准备两个相同的物体( 如棋子)

以及刻度尺、铅笔等．

( 2) 在玻璃板前放一个棋子 A，看一看，它的像是在镜前

还是在镜后?

( 3) 将另一个相同的棋子 B 放到镜后，使它与棋子 A 在

平面镜中所成的像重合，此时棋子 B 的位置就是棋子 A 的像

的位置．
( 4) 观察并比较棋子 A 的像与棋子 B 的大小．
( 5) 用铅笔在方格上画出平面镜以及棋子 A 和棋子 B 的

位置，并画出两棋子位置的连线． 用刻度尺分别测出两个棋

子到镜面的距离．
( 6) 将一张白卡片竖直放在棋子 B 所在位置． 能否从白

卡片上直接观察到棋子 A 的像?

( 6) 改变棋子 A的位置，重复上面的实验，并将测得的数

据记录在下表中．

实验序号 1 2 3

物到平面镜的距离 /cm

物到平面镜的距离 /cm

交流与小结 像和物的大小有什么关系? 像和物的位

置有什么关系?你是怎么知道平面镜所成的像是虚像的?

得出结论 平面镜所成的像是虚像，像和物大小相等，

且它们到平面镜的距离也相等，像与物相对于镜面对称．

实验二 估测大气压的值

实验器材: 2 mL 的注射器、弹簧测力计、刻度尺．

实验步骤: ( 1) 把注射器的活塞推至注射器筒的底端，

排尽筒内的空气． 然后，用蜡或橡皮帽封住注射器的小孔．
( 2) 如图 2 所示，用细尼龙绳栓住注射器活塞的颈部，使

绳的另一端与弹簧测力计的挂钩相连，然后水平向右慢慢地

拉动注射器筒． 当注射器中的活塞开始滑动时，记下弹簧测

力计的示数( 即大气对活塞的压力) F．

( 3) 用刻度尺测出注射器的全部刻度的长度 l，用这个

长度去除它的容积 V，得活塞的横截面积 S: S = V / l．
( 4) 由 p = F /S 计算此时大气压的数值．

实验数据:

大气对活塞的压力 F /N

注射器的容积 V /mL

注射器全部刻度的长度 l /cm

活塞的横截面积 S /m2

大气压的值 p /Pa

想一想: 将你估测的大气压值和标准大气压值相对比，

两者可能不同，出现误差的原因是什么?

2 探究性实验与验证性实验的不同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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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教学目标上的差异
实验一的教学目标是: 通过探究平面镜成像时大小、位

置等关系，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探究实

验的教学目标是: 探究、发现研究物理量的未知关系，培养学

生独立、合作探求、观察、操作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 实验二

的教学目标是: 通过实验，掌握测量大气压值的方法，巩固压

强的计算公式． 所以验证性实验教学的目标是验证、检验定

律或规律，巩固习得的物理知识，培养学生的观察和操作能

力以及科学思维能力．
2． 2 实验过程上的差别

探究性实验过程是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计划与

设计实验、进行实验与收集证据、分析与论证、评估、交流与

合作． 而验证性实验过程是展示实验目标、提出验证课题、阐
述原理要领、示范技能动作、巡视、指导学生独立操作、对实

验现象或结果思维加工、检查实验、论证过程及方式．

探究过程是从提出问题开始的，内容上具有不确定性，

实验过程是自我设计的，重在过程体验． 而验证性实验是从

验证实验开始的，内容是确定的，实验过程要严格执行．
2． 3 认知顺序上的不同

在探究性实验中，学生活动中心是通过具体的探究性实

验发现新的概念、原理或关系． 因此学生的认知顺序是具体

到抽象． 学生一般的认识过程是由感性到理性、由具体到抽

象． 为此要让学生理解物理现象的道理、事物的内部规律，就

要通过探究性的实验，通过生动的直观，达到抽象的思维． 让

学生经历了由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过程，有助于对物理现象的

透彻理解，掌握物理规律． 在验证性实验中，学生是先了解了

概念、原理或关系这些抽象的概念，在具体的实验中学生活

动的中心是验证教学中讲述的概念、原理或关系． 因此，学生

的认知顺序是从抽象到具体．
2． 4 学习方式上的不同

在探究实验中，强调学生自主探究、发现、设计，而且小

组内相互配合、互补，学生共同讨论、归纳，得出结论． 学生可

以各抒己见，条条框框较少． 而验证性实验学生的思维、科学

素养学生表现的机会相对较少，通过验证性实验，让学生观

察现象，从而达到理解和验证知识之目的．
2． 5 实验态度上的不同

在探究性实验中，对问题的探究激发了学生的认知兴趣

和学习动机． 由于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学生在

实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严谨、专注、自信和果断，是在验证性

实验中难以见到的． 通过探究性实验，逐渐培养了学生不怕

艰难、勇于探索真理的科学精神和善于分析思考、一丝不苟、

实事求是的严格态度、严谨作风和顽强的探索和创新精神．

在验证性实验中，课堂气氛是凝固的、严厉的，学生情绪调动

不充分的． 验证性实验中，学生的思维、科学素养表现的机会

相对较少，通过验证性实验，让学生观察现象，从而达到理解

和验证知识之目的，这抑制了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的展开．

验证性实验的假说往往是学生已经运用过的规律，学生对验

证这个规律，心里的期待不高，兴趣不大，反正怎么验证都是

正确的，以致实验中乱造数据很多，谈不上对学生批判精神

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培养．
2． 6 教学方式上的不同

探究性实验: 教师以合作者、协助者的身份平等参与到

实验中去，共同体验学生的烦恼和喜悦． 验证性实验: 教师的

教学，以讲解、示范操作为主，讲解实验目的、器材、原理、操

作步骤、实验注意事项，事无俱细，实验操作步骤严格、不容

置疑，是一种模式化的教学方式．
3 验证性实验与探究性实验的有机融合

从上述分析、比较中可知，两类实验各有特点，在学生教

学中有着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验证性实验有利于在较短

的时间内获得更多的知识，强化学生实验技能训练的规范

化、程序化等． 应当承认，验证性实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科学

实验方法，在初中物理中引入验证性实验，可以使学生了解

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认识到科学理论或发现都必须经过验

证才能被确认，并且，学生在完成验证性实验的同时还可体

会得到结果的乐趣，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所以，验证性实验的

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但在新课程标准实施后的几年中，教材

的编写、课程的设计、教学实践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实验改革也层出不穷． 在探究性实验

唱主角的今天，似乎人们忘记了至少是忽视了验证性实验的

存在和其重要作用． 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 开展大范围的

探究性实验，实施探究式学习，无论是能力还是时间都有一

定的困难． 而且，扎实基础、规范操作、调动兴趣显得也尤为

重要，这就需要充分发挥验证性实验的作用． 所以，不要否定

验证性实验，而是应赋予它探索的思想．

综上所述，物理探究性实验的开设，激励了学生的个性

和已有经验得到充分的发挥，改变了过去由教师包揽教学的

局面，给了学生更多的思考、探索、实践的时间和空间． 训练

学生学会合作探究的能力，体现和提高学生的情感、态度、价
值观，培养了学生严谨的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提高了学生

的建模能力，展示了学生的研究思路和才能，延伸了学生的

学力． 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素

质都有较大的提高． 验证性实验以其固有方式在培养实验技

能、巩固知识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限制了学生发散思

维空间，学生在阐明自己的观点上是有很大不足的． 我们广

大物理教育工作者应很好地理解两类实验的含义和本质区

别，树立探究教学的理念，大力提倡探究性实验教学，同时不

随意摒弃验证性实验，使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真

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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