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
北
省
教
育
厅
河
北
省
初
中
物
理
作
业
设
计
与
实
施
指
导
意
见

1

河北省初中物理
作业设计与实施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精神，根据河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方案》要

求，结合初中物理学科特点，制订《河北省初中物理作业设计与实施指导意见》，

旨在优化学校作业管理水平，提高作业设计的规范性、科学性，增强作业实施的有

效性，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发挥物理课程的全面育人功能。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为终极目

标，遵循物理教与学的规律，构建初中物理高质量教学体系，加强作业研究，提升

作业管理，推动作业改革，分层次、分角度、分梯度地进行有效的作业统筹。

初中物理作业的设计与实施要帮助学生理解与掌握物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养

成基本的物理思维和探究习惯；帮助学生从物理学视角认识自然、解决相关实际问

题，初步形成科学的自然观；引导学生经历科学探究过程，学习科学研究方法，养

成科学思维习惯，进而学会学习；引领学生认识科学、技术、社会、环境之间的关

系，形成科学态度和正确价值观，为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公民奠定基础。

二 、设计原则

作业是指学校教师依据一定的目的布置给学生并且利用非教学时间完成的学习

任务。初中物理作业设计要以课程标准为指南，以构建和谐高效课堂教学模式为宗

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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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以培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能力为重点，以改革作业形式、控制作业

总量、调整作业内容为突破口，切实解决作业数量过多、质量不高、功能异化等突

出问题。

（一）体现初中物理学科特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物理是研究物质结构、物质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以实验为基础，

具有“客观性、逻辑性和严密性”的特点。初中物理学科作业应该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与教育规律，既要关注学生物理观念和科学

思维的培养，又要关注学生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养成，以最终培养学生发展所需

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为目标。

（二）基于物理课程标准，提升教学反馈质量和效果

初中物理作业应遵循《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的要求，合理调控作业结构，

提高作业设计质量，有效控制作业难度与作业数量。作业设计应参考教材内容和教

学目标，结合学生实际，选择基础性、典型性习题，可以直接选用教材上每个章节

教学内容配套的习题，也可以通过教师“增加、删减、改编、创新”等方法，设计

出科学、合理的作业，确保作业合理覆盖教学内容，以便准确了解学生学习目标达

成情况，发现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三）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多样化作业形式

初中物理作业的设计和实施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以

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在遵循学生身心发展客观规律的同时，兼顾不同层次学

生的具体情况，科学合理地设计、布置物理作业；作业内容要从落实物理学科核心

素养出发，除了课时作业、单元复习作业外，还应设置实践探究类作业，密切联系

实际，践行“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社会”的理念；鼓励布置分层、弹性和

个性化作业，坚决克服机械重复、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

三、作业的主要类型和目的

物理作业设计应该满足不同学生在物理学习方面不同层次发展的需求，进行形式

多样的分层作业。作业类型主要包括课时作业、单元复习作业和实践探究类作业。

（一）课时作业设计

课时作业主要包括巩固性作业、拓展性作业和探究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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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巩固性作业

此类型作业面向全体学生，侧重于巩固物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紧扣当堂学

习所涉及的内容或技能，突出重点概念和规律的理解，加强实验探究的过程体验，

结合教师在课堂上对物理内容的讲授和例题的分析，设计基础、全面、突出重点的

作业，起到进一步理解巩固本课时所学知识，并能应用知识正确解决基本问题的作

用，达成本课时必须的学习目标。

◆ 拓展性作业

此类型作业面向大部分学生，以本课时重点知识和相关物理思维方法为核心，

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分梯度设计不同综合度和难度的作业。比如可以设计“以点

带面”“同题归类”的典型作业，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也可以设

计逻辑思维递进的“问题串”作业，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透彻理解和知识的综合迁

移；也可以设计具有“母题”思想的典型作业，促使学生应用物理知识掌握解决物

理问题的“通技通法”；还可以围绕学生的难点和易错点对原有作业题目进行改

编、创编，或者对错题进行汇编布置作业。

◆ 探究性作业

此类型作业面向学有余力的学生，设计具有适度综合性和探究性作业。通过创

设真实物理情境，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关注对学生设计实验方案、收集

证据及分析论证能力的培养。要突出素养立意，助力学生形成物理观念、培养物理

思维和养成科学探究的能力，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

（二）单元复习作业

此类型作业重在引导学生回顾单元核心概念，建构物理知识体系，梳理知识内

容之间的逻辑关系，强化本单元蕴含的物理思想，提升学生的物理思维品质，帮助

学生查找单元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单元作业设计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考虑：一是

基于单元核心概念进行作业设计；二是基于单元知识逻辑进行作业设计；三是基于

单元物理思维进行作业设计；四是基于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进行作业设计。

（三）实践探究类作业

实践探究类作业包括观察型作业、实验探究型作业、调查型作业，目的是让学

生自己发现问题、探究问题，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教材中每一章都有大量

的“动手动脑学物理”的内容，“想想做做”、“扩展性实验”和“科学技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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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栏目也提供了大量的动手实验探究素材。教师应尽量为学生创造实践操作的

机会，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和创新精神。

四、作业的批改和反馈

作业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途径，需要教师的跟进指导才能发挥更大的意义。教

师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精心的作业设计、作业实施中的支持，还体现在有效的作业反

馈上。因此，教师要深入研究并积极进行作业评价改革，充分发挥作业的检测、导

向、激励功能。

（一）多元评价　及时反馈

 教师要采用多元化的方式对作业进行批改，并及时进行反馈。多元化评价的方

式可以采用集体讲评、个别讲解、个性化沟通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及时反馈。对

布置的学生作业要全面批改，作业批改要精准分析和及时反馈，评语要恰当准确。

有条件的地方，鼓励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作业分析和诊断。批改之后教师要及时

对作业情况进行反馈，指导学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辨析纠正，巩固提升，以最大程

度发挥作业的教育功能。   

（二）集中会诊　典型示范  

教师要从批改过的物理作业中筛选出典型错题进行“集中会诊”，帮助学生及

时分析错误的原因，引导学生归纳总结出正确的思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

方法。教师要有意识地从学生作业中收集解题方法新颖、思路简捷、一题多解等比

较典型的习题在课堂上集中展示，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开拓学生解决物理问题的

多元化思路和视野，鼓励学生形成良好的物理学习习惯和反思总结能力。

（三）个别辅导　激励评价 

针对学生在物理学习中的不同层次和需要制定个性化的辅导方案，设计适合学

情的针对性作业。作业是学生学习情况的直接反馈，教师可从中了解学生学习态

度、知识掌握的情况，及时调整教法，指导学法。建议在批改作业中采用引导、激

励等评价性语言，激发学生良好的物理学习兴趣和科学探究热情。

（四）单元梳理　专题强化  

通过单元作业完成情况，分析学生对本章知识的掌握情况。对学生出现的共性

问题，教师可通过专题讲评进行重点突破，帮助学生厘清知识结构，让其理解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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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龙去脉”，从探究物理规律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感悟物理思想方法，形成物

理核心素养。

五、作业分类案例及解读

（一）八年级作业案例

案例1：《声音的特性》

◆ 巩固性作业

1.人耳能听到声（波）音的频率范围是：　         　Hz，频率高于

20000 Hz的声音叫做　   　，频率低于20 Hz的声音叫做　         。

2.“震耳欲聋”反映了声音的　    很大；“声音刺耳”反映了声音的

　  　很高；我们能够分辨出各种不同乐器的声音，是因为它们的　   　不

同。

3.医院里用“B超”诊断胎儿发育是否正常，“B超”是 　   　（选填

“超声波”或“次声波”）。

4.CCTV音乐频道某节目中辨听题的规则是：选手先听一段音乐，然后

说出该乐曲的名称。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选手主要依据声音的         判断

所听乐曲的名称；声音在室内传播　      （选填“需要”或“不需要”）介

质。

◆ 拓展性作业

5.戏曲逐渐走进校园，丰富了同学们的校园文化生活。其伴奏乐器有

锣、鼓、二胡、唢呐等，同学们可以根据乐器发出声音的 　   　（选填

“音调”、“响度”或“音色”）不同，分辨出是哪种乐器；乐师调节二

胡琴弦的松紧是为了改变声音的 　   　（选填“音调”、“响度”或“音

色”）。

6.智能手机的“智慧语音”功能，可以通过声音识别实现对手机解锁，

该系统主要是根据声音的 　   （选填“音调”、“音色”或“响度”）这

一特征来工作的。某App是一款社交类的软件，它将正常录制的音频和视

频以3倍的速度快速播放，此时声波的频率也为正常声音的3倍，则此APP

的音调比正常声音的         （选填“高”或“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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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性作业

7.某研究小组利用一些长短粗细不同的琴弦进行了“探究音调和哪些因

素有关”的活动。他们选用的琴弦长度和材料

在图1中已标出（其中琴弦的直径关系a＝c＝d

＜b），并且每根琴弦固定在“音箱”上的松紧

程度一致。

（1）若他们想研究“音调的高低与琴弦长度的关系”应选择琴弦　 　

（选填符号a、b、c或d）；

（2）若选择琴弦a和b，则是为了研究　                   　，实验中应用的

物理学研究方法是　       　法；

（3）若有同学选择 c 和 d 进行研究，并推理得出“琴弦长度越

长，振动越慢，音调就越低”的结论，该同学探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是　                                          　。

◆ 参考答案

1.20—20000；超声波；次声波    2.响度；音调；音色    3.超声波    4. 音

调；需要  5.音色；音调   6.音色；高  7.（1）a和d；（2）音调跟琴弦横截面积

的关系；控制变量；（3）没有控制琴弦的材料相同

◆ 设计意图

本课时的教学目标是了解声音的特性。 　　

巩固性作业基于“基础性”的要求，面向全体学生。重点对声音分

类、三要素、简单运用等内容进行回顾和巩固，通过联系生活和情境创

设，进一步理解巩固课堂所学的声音三要素知识，帮助学生从物理学视角

观察事物，并在解决熟悉情境的问题中深刻理解音调、响度、振幅的概

念，形成初步的物理观念。

拓展性作业基于“应用性”要求，面向大部分学生。重点对声音的三

要素从概念到应用进行了设计。通过真实问题情境的创设，促进学生对声

音特性的透彻理解，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大力彰显民族

的、历史的、现代科技的自信，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达到较

好的育人效果。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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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性作业基于“综合性”的要求和探究性的特点，面向学有余力的

学生。通过设计琴弦的长短、粗细、材质等变量控制来进行探究音调与哪

些因素有关，覆盖课标对探究要求的核心部分，关注实验设计、收集证据

及分析论证、控制变量等实验思辨能力的培养，对学生思维有高阶要求，

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要求，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实验技能和思维水平。

案例2：《光的折射》

◆ 巩固性作业

1.如图2所示为一束光射向空气与水分界面后发生反射与折射现象，由

图可知，折射角是　   　度，界面的　   　（选填“上”“下”“左”或

“右”）侧是空气。

2.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其实诗人观察到的落日并非太阳的实际位置（如图3所示），而是太阳光经

过不均匀的大气层发生了　   　所成的像，太阳实际在图中的　   　（选

填“甲”或“乙”）的位置，人眼所看到的太阳是　   　（选填“实”或

“虚”）像。

3.如图4所示的光现象中，属于光的折射的是（　　）

A．司机通过后视镜观察路况  B．筷子好像在水面处“折断” 

C．日晷面上呈现晷针的影子  D．塔在水中形成“倒影”

4.如图5甲是渔民叉鱼的场景，请在乙图中完成渔民看到鱼在水中的像

的光路图，其中B代表渔民看到的鱼，A代表鱼的实际位置。

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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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性作业

5.如图6所示，小明同学在家里给妈妈变了一个魔术，起初茶碗看起来

是空的，当他慢慢往茶碗中倒水时，就会发现碗中原来还藏着一枚硬币。

他看到的是硬币的　 　（选填“虚”或“实”）像，这是光的　 　现象，

能够正确解释这种现象的光路图是　    　（选填“A”或“B”）。

6.如图7所示，在不透明的杯底部画一个黑点

A，向杯中倒入适量水，眼睛位于P点看到A点的像

A′。如果用激光笔对准像A′照射，则光 　   　（填

“能”或“不能”）照到杯底A点。

7.如图8所示，小明同学用激光笔照射水面，在

水槽壁上出现两个红点 A 和B。

（1）若保持入射点O的位置不变，欲使

A点下移至A1，应使入射光线MO绕着点O沿

　    　（选填“顺时针”或“逆时针”）方

向转动；同时观察到另一亮点B点会移动到

点　    　（选填“B1”或“B2”）

（2）若保持入射光线不变，欲使B点下移，应使水面　    　（选填

“上升”、“下降”或“不变”），在水面变化过程中，折射角　    　

（选填“增大”、“不变”或“减小”）。

图5

图6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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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性作业

8.某实验小组在探究光的折射规律时，让一束光

从空气斜射入玻璃水槽内的水中，如图9所示。

（1）为了探究光从空气斜射入水中时折射角和

入射角的关系，以下方案中正确的是：　   （选填

“A”、“B”或“C”）。

A．测量图中入射角和折射角，分析并得出结论

B．保持入射角不变，进行多次实验，测量入射角和每次实验的折射

角，分析并得出结论

C．改变入射角，进行多次实验，测量每次实验的入射角和折射角，分

析并得出结论

（2）分析实验得到下表中的数据，可得出结论：光从空气斜射入水面

时，折射角随入射角的变化关系是：　             　　　   　，且折射角　 　

（选填“大于”、“等于”或“小于”）入射角。当光从空气垂直射到水

面时，折射角等于零。

（3）该同学根据上述实验，总结出了光的折射特点。请你对该同学通

过上述探究实验得出光的折射特点的过程作出评价。是否存在不足？答：

　 　（是/否）；请简要说明理由：　                   　　　　　　       　。

入射角α 0° 15° 30° 45° 60°
反射角β 0° 15° 30° 45° 60°
折射角γ 0° 11° 22.1° 35.4° 40.9°

◆ 参考答案

1.38；上　2.折射； 乙；虚　3.B　4.如图10所示

5.虚；折射；B　6.能  

7.（1）顺时针；B1　（2）上升；不变

8.（1）C

   （2）折射角随入射角的增大而增大；小于

   （3）是；没有换用其他透明介质做此实验

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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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意图

本课时的教学目标是理解光的折射规律、会用折射规律解释生活中的

现象。巩固性作业基于课标和教材对作业进行设计，通过简单的生活或自

然界光现象的情境创设，加深对光的折射的理解；在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

上，与课堂所学知识相近又略高于课堂要求，对折射规律的理解进一步加

深，并能应用折射知识解决有关光的折射现象的实际问题，为光的折射知

识迁移打下坚实的基础，催生学生学习的内驱力。

拓展性作业为面向大部分学生设计，通过对光的折射不同情境的创

设，深刻理解光的折射现象及特点，其中第8小题有“母题”的设计思想，

通过一个点展开，生成多角度多情境系列问题，对学生深刻理解光的折射

具有独特的建构意义，利用“以点带面”的教学手段，达到“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对知识的透彻理解和知识的综合迁移，

可以初步形成必备品格和培养关键能力。

探究性作业是以“探究光的折射规律”为背景设计的，面向学有余力

的学生。通过对光的折射规律的探究，特别是对实验设计、收集证据及分

析评估进行的精心设计，引导学生初步形成探究意识，对养成证据意识和

科学探究能力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还能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发

展学生物理核心素养。

（二）九年级作业案例

案例3: 《内能》 

◆ 巩固性作业

1.改变一个物体的内能有两种方法：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这

两种方法对改变物体的内能是____________的。

2.关于热量、温度、内能的关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物体的温度越高，所含热量越多

B．物体放出热量，温度可以不变，内能一定减小

C．物体吸收了热量，温度一定升高，内能一定增加

D．发生热传递时，热量总是从内能大的物体传递给内能小的物体

3.小军喜欢喝咖啡，在冲调咖啡时总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香味。图11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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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刚冲调的咖啡，关于这杯咖啡的说法错误的是（     ）

A．咖啡在冷却的过程中，对外做功，内能减少

B．咖啡在冷却的过程中，内能减少，温度降低

C．咖啡在冷却的过程中，通过热传递方式改变了内能

D．刚冲调的咖啡，由于温度较高，分子热运动更剧烈

◆ 拓展性作业

4.关于热和能，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热传递时，温度总是从高温物体传递给低温物体

B．一块0℃的冰熔化成0℃的水后，温度不变，内能变大

C．内燃机的压缩冲程，主要通过热传递增加了汽缸内物质的内能

D．物体内能增加，一定是外界对物体做了功

5.如图12所示的现象中，物体的内能减小的是（     ）

6.如图13所示，甲图中加热使水的温度升高，水煮沸后把活塞推开，这

是水蒸气的内能转化为活塞的_________能；乙图中活塞向下压，玻璃筒中

的硝化棉燃烧起来，丙图是人用暖气片取暖，丁图是太阳能热水器在接收

光能，则乙、丙、丁图中属于做功改变物体内能的是_________。

7.火柴可以点燃，也可以擦燃，前者是通过______的方法改变物体的

内能，实际上是内能的转移过程；后者是通过______的方法改变物体的内

能，实际是内能的______过程。

图11

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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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性作业

8.如图14所示，在用塞子密封的瓶子内装有少量的

水，用打气筒往瓶内打气，瓶塞跳起来之前，瓶内空气的

内能______（选填“增加”“减少”或“不变”），当瓶

塞跳起来时，可以看到瓶内出现______，形成的原因是瓶

内水蒸气______（填物态变化名称）。

◆ 参考答案

1.做功；热传递；等效　2. B　3.A　4.B　5.D　6.机械　乙　7.热传

递；做功；转化　8.增加；白雾；液化    

◆ 设计意图

本课时作业设计的意图是理解内能的概念，知道改变内能的两种方

式，并会使用所学知识来解释一些简单的热学现象。作业中三个层次的问

题设置，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学生从身边熟悉的生活现象中去探究并认识

物理规律，同时还将学生学习到的物理知识及科学研究方法与社会实践及

其应用结合起来，让他们体会到物理在生活与生产中的实际应用。

巩固性作业侧重本节课所学的知识（内能的概念与改变物体内能的两

种方式）的直接应用，所有学生都应该能够作答，巩固练习的主要目的不

仅是学习物理知识，更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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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性作业则需要学生综合运用所学过的知识解决问题。其中第4题是

通过对热量和内能概念对比，来加深学生对内能概念的深入理解；第6、7

题是通过实例来让学生理解改变物体内能的两种方式。这两组练习的设计

目的是使学生及时进行知识反馈，加强学生的理解，同时有利于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不仅能产生浓厚的学习

兴趣，而且还能通过纠正错误，逐步走向正确，真正体会到成功的喜悦。

探究性作业更多的关注学生的探究和发现，让学生通过探究实际的自

然现象来进一步理解内能的改变以及内能改变的方式的不同。第8题的设计

目的是通过气体对外做功，内能减少的实例，来让学生理解通过做功的方

式改变物体内能。探究性问题的设计是锻炼学生通过富有探索性的物理学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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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实践，来发现物理现象背后意义的关键，也是培养学生通过动脑动手来

应用所理解的物理概念进行逻辑分析判断，从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

巩固知识，从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中培养能力，从而形成物理学科的核心

素养。

案例4：《比热容》 

◆ 巩固性作业

1.如图15是“探究不同物质吸热升温现

象”的实验装置。两个相同的烧杯中分别装有

质量和初温都相同的甲、乙两种液体，用相同

的装置加热。实验记录的数据如下表。下列说

法中正确的是（    ）

时间t/min 0 1 2 3 4 5
甲的温度/℃ 20 22 24 26 28 30
乙的温度/℃ 20 25 30 35 40 45

A．组装器材时，应先固定上面的铁圈B的高度

B．加热相同的时间，乙液体吸收的热量更多

C．详解表格中数据可知：质量相同的甲和乙升高相同的温度，吸收热

量较多是乙

D．若在这两种液体中选择一种作为汽车发动机的冷却剂，甲冷却效果

更好

2.下列各种情况下，比热容会发生变化的是（    ）

A．一杯水倒去一半

B．水凝固成冰

C．一块铁分成两半

D．15℃的水变成45℃的水

3.比热容是表示______的物理量，水的比热容为4.2×103J/（kg·℃），

单位读作：______，表示______。质量相同的水和煤油，升高相同的温

度，______吸收的热量最多，若它们放出相等的热量，______降低的温度

大。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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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性作业

4.关于比热容，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某种物质吸收或放出的热量越多，比热容越大

B．质量为500g的铜块的比热容比质量为100g的铜块的比热容大

C．铁块温度升高时的比热容比温度降低时的比热容大

D．物质的状态不变时，比热容与物质的质量、温度的高低均无关

5.如图16所示，是根据“探究不同物质吸热

能力”实验数据绘制的a、b物质的温度﹣时间图

像，实验中两种物质的质量相同，初温度相同，

选用的加热器相同，由图像可知（    ）

A．加热相同时间，a物质吸收热量多，比热容小

B．加热时间相同，a物质的末温度高，比热容大

C．吸收热量相同，b物质温度升高慢，比热容小

D．吸收热量相同，b物质的末温度低，比热容大

6.用一台电取暖器给有50kg空气的房间加热，通电后取暖器的电热元件

温度升高，是通过_____（填“做功”或“热传递”）的方式使其内能增加

的；一段时间后室温升高了5℃，则空气吸收的热量为_____J。【设空气的

比热容为1.0×103J/（kg·℃）】

7.甲、乙两物体质量都为1kg，丙物体质量为2kg，三个物体温度都升高

1℃，吸收热量如图17所示，则甲物体的比热容为________J/(kg·℃)；乙物

体的比热容________丙物体的比热容(选填“＞”、“＜”或“＝”)。

 

◆ 探究性作业

8.探究：通过调查冬、夏两季秦皇岛与石家庄市的昼夜温差情况。说明

图16

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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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地昼夜温差相差较大的原因。

◆ 参考答案

1.D　2.B　3.物体吸热本领；焦耳每千克摄氏度；1kg的水温度升高

（或降低）1℃时吸收（或放出）　4.2×103J的热量；水；煤油   

4.D　5.D　6.做功； 2.5×105 ；7.3×103 ； > 

8.秦皇岛沿海，而石家庄市更靠近山区，水的比热容大于岩石的比热

容，所以秦皇岛昼夜变化小于石家庄的昼夜温差。

◆ 设计意图

本课时作业设计的意图是通过理解比热容的概念，并会使用比热容的

公式进行简单计算，和解释一些简单的热学现象，来实现《课标》中“通

过实验，了解比热容的概念。尝试用比热容解释简单的自然现象”的要

求。

巩固性作业侧重本节课所学的知识（比热容的概念与实验）的直接应

用，所有学生都应该能够作答。属于“了解”水平。比热容是物质的一种

热学属性，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要求让学生通过实验，观察物理现象

的过程中发现这一属性，从实验中归纳科学规律，提高他们的观察、分析

和归纳问题的能力。

拓展性作业则需要学生综合运用所学过的知识解决问题。其中第4题是

对比热容概念的深入理解，第5、6题是通过定量和半定量计算来让学生熟

悉对比热容公式的应用。这两组练习的设计目的是使学生及时进行知识反

馈，加强学生对比热容概念的理解，强调物理知识与生活和社会的联系。

探究性作业更多关注学生的探究和发现，让学生通过探究实际的自然

现象来进一步理解物质由于比热容的不同，造成吸收相同热量温度变化却

不同的原因。第8题的设计目的是进一步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来理解比

热容的概念，秦皇岛沿海，而石家庄市更靠近山区，水的比热容大于岩石

的比热容，所以秦皇岛昼夜变化小于石家庄的昼夜温差。在探究性作业的

训练中，通过学生分析问题的“过程与方法”，使学生的观察能力、提出

问题能力、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分析概括能力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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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探究类作业

案例5：《简易温度计的制作与改进》

1.问题提出

温度是物体的冷热程度。温度不同，物体的冷热程度不同，人们仅凭

感觉物体的冷热程度，来判断物体温度的高低往往是不可靠的。如何比较

准确判断出物体的温度呢？

2.活动方案

根据初中物理八上第三章第一节《温度》中《想想做做》中的自制温

度计，同学们用常见的生活中的物品制作一个简易温度计，并进行相关实

验。

3.设计与进行实验

（1）选材：带橡胶塞的口服液空瓶；细塑料吸管一根（口服液配套的

即可）；一杯热水；一杯冷水。

（2）实验：

①如图18所示，在空瓶中灌满水，将细塑料吸管通过橡皮

塞插入瓶中，会看到吸管露出的部分有一定高度的液柱；

②将制作好的小瓶分别置于热水、冷水中，观察吸管内液

柱高度的变化。

（3）评估：通过你的动手操作、观察和思考，为进一步提

高温度测量的准确性，你认为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4）交流与合作：

①如何用自制温度计判断温度高低，其工作原理是什么？

②怎么改进此温度计，使它能测出具体温度值？

③如何提高简易温度计测量的准确性？

◆ 参考答案

（4）①温度计的液柱上升，说明温度高；温度计的液柱下降，说明温

度低。工作原理是利用液体的热胀冷缩。

②在塑料吸管上标上刻度。

③使用更细的吸管（换大一点的瓶子）。

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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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意图

本实验基于“创新性”和实验探究的要求，通过自制温度计，帮助学

生深刻理解温度这一科学概念，提升学生实验技能。通过评估、交流与合

作，完成从感受现象到概念意义的建构，从概念定义到实践测量，从简单

显示到比较精确测量，让学生体验科学概念的形成过程，培养学生科学探

究及创新能力，使学生逐步形成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

品格与关键能力。


