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动手制作”培养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探索 

——以“滑动变阻器”一课为例 

盛佳怡（南洋模范初级中学） 

摘要：为了落实新课标提出的对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

在实际教学环节中教师需要摆脱枯燥的讲授模式，需创设多样化的教

学情境，以提升学生参与度、实现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本文以《滑

动变阻器》一课为例，引导学生完成“动手制作”，经历科学探究过

程，逐步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科核心素养以及知识掌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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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背景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22 年版）》特别指出物理学科要以

学生发展为本，以提升全体学生核心素养为宗旨，为每个学生的学习

和发展提供机会。同时，也指出，物理学科的学习要注重科学探究，

倡导教学方式的多样化。[1] 

滑动变阻器这节课主要内容是滑动变阻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

法，传统的教学思路是将本节课分成三个部分：滑动变阻器的工作原

理、滑动变阻器使用方法、学生实验验证。在此过程中，学生知识的

获取是比较被动的。教师在滑动变阻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教学中

常常会忽视学生主体，以灌输化的教学模式进行讲课，常常错过了对

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机会。因此，在设计这节课的时候，要创设

物理情境，想办法让学生主动参与、完成变阻器的制作，让学生的课

堂学习由被动转变为主动，挣脱以往那种只以规律、概念本身的掌握



状态为目的的因循方式。[2] 

二、教学目标制定 

“滑动变阻器”是第七章《欧姆定律》中的第三节课，本节课的

内容是上节课电阻知识的应用，又是进一步学习动态电路的基础，具

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教学参考中关于“滑动变阻器”的目标是：

理解滑动变阻器的原理和使用方法；第七章电学的单元大任务之一是：

设计可调亮度的小灯，学生通过设计电路理解滑动变阻器的工作原理。

学生在这节课前已经学习了欧姆定律、影响电阻大小的因素，九年级

学生有一定的逻辑理解能力，但实际动手能力和模型建构能力比较欠

缺，同时，对生活的观察比较匮乏，联系生活的经验不丰富。在本节

课中，为了引导学生完成单元教学大任务——“可调亮度的小灯”、

逐步培养学生的验证精神和小组合作能力，我确定了本节课的教学目

标： 

1、通过观察改变小灯亮度的演示实验，帮助学生建立模型，理

解滑动变阻器的工作原理。 

2、通过制作和不断改进简易滑动变阻器，理解滑动变阻器结构

的设计意图，领会物理学习过程中的验证精神。 

3、通过小组合作实验和交流，学会滑动变阻器的使用方法，培

养学生的合作精神。 

4、能够结合生活实例体会和理解滑动变阻器在生活中的应用。 

 

 



三、以“动手制作”突破教学难点 

本节课要突破的难点：滑动变阻器的结构 

以往我在讲授这节课的时候会让学生观察学习活动卡上滑动变

阻器的图片，结合电阻与长度的定性关系说明它的工作原理。学生理

解滑动变阻器的工作原理并不难，但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对于滑动变阻

器结构的了解是不够的，在学生真正拿到滑动变阻器时，许多学生仍

旧是不会使用的。而实验室中的滑动变阻器又是一个立体且结构较复

杂的电路原件，各个部件的设计是使用者长久以来不断改进的结果，

对于初中生来说容易理解平面物体，而对于立体性较强的滑动变阻器

的结构问题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我想到，可以引导学生主动动手制作，分组搭建一个“简

易滑动变阻器”来帮助学生更多更好地了解其结构特点，先制作一个

比较平面的“简易滑动变阻器”，再由老师将其“立体化”地呈现和

改良。这样，学生对滑动变阻器的制作过程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那么对滑动变阻器的结构也就有了一定的认识。 

那么如何引导学生完成“简易滑动变阻器”的制作呢？学生在设

计制作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以下问题： 

①、导线太长怎么办？ 

②、导线绕得太稀疏，电流时有时无怎么办？ 

③、导线加了绝缘漆没有电流怎么办？ 

④、使用时，线圈、鳄鱼夹怎么固定？„„ 

在这些问题中，学生不断提出改进方案，不断进行验证，明确方



案后学生逐步完成“简易滑动变阻器”的制作，最后完成的变阻器能

够连续改变小灯的亮度。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也明白了滑动变阻器

是如何从一根导线绕制成这样一个滑动变阻器的，自然也能够更好地

理解滑动变阻器的结构特点。（大致思路过程如图）在这一过程中，

可以较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小组协作，经历发现问题、提出

假设（解决方案）、最后分析论证，完成制作，使学生自己成为物理

学习的主人。 

 

四、教学重点落实 

本节课要落实的重点是滑动变阻器的使用。滑动变阻器的使用这

一重点的落实是建立在学生理解滑动变阻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特点

基础上的，学生在这节课中制作、改良简易滑动变阻器在实质上也是

为使用滑动变阻器服务的。在制作滑动变阻器后，学生再经历观察滑

动变阻器，选择滑动变阻器的接线方式，猜想其变阻效果，再到分组

验证，最后交流得出其使用方法，学生在小组合作、全班交流分析的

过程中体会团队合作带来的愉悦。 

 

 



五、课后反思与延展 

1、创设丰富有效的课堂活动 

首先，结合教学目标创设物理情境，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而且在学生动手设计制作的过程中，能培养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学

生们物理知识的应用意识增强，科学思维也会随之提高，同时也能提

升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兴趣和动力。物理学科的学习一定是从生活中

来，再回到生活中去的。身为初中物理教师，我们要更多地从学生的

角度出发，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学习特点，对教学活动设计

进行不断的优化，更多地设计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从而有效地提升学生的物理学

科核心素养。 

2、 让“动手制作”丰富学生的课后作业 

新课标指出“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意在体现物

理学以致用的核心特点。为此，除了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完成物理学习

相关“制作”以外，我也在不断尝试丰富学生的课后作业形式，将学

生所学的物理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而这一目标的落实也可以通过

“动手制作”来实现。在八年级阶段，可以开展单元大任务作业，如

《声》章节学习完毕后，布置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简易小乐器；如《光》

章节中，学生可以制作简易照相机、投影仪、潜望镜等等；如《简单



机械》中，布置学生制作简易杆秤；如《热与能》章节中，布置学生

制作简易温度计等。在完成制作的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动手、动脑、

学以致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帮助孩子收获成功的喜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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